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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伯 重 ”19049 年 IJ0 月 I0 日 

生 也 云南 湖 攻 明 市 ，1981 

1985 年 分 别 在 广 门 大 学 获 

太史 学 硕士 .博士 学 位 , 现 

任 清 华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学 

学 院 教授 , 邦 后 在 如 利 福 尼 

亚太 学 洛杉矶 分 校 . 息 同 国 

家 社会 科学 站 等 研究 计 、 东 

庶 大 学 ， 密 砍 恨 大 学 、， 美 国 

国会 戚 尔 还 国际 学 者 中 心 ， 

美国 全 国人 文科 学 中 心 、 刻 

桥 大 学 、 联 省 理工 学 也 . 中 

围 社 会 科学 院 , 庆 友 义 娃 大 

学 . 加 州 理 王 学 院 . 内 佛 天 

学 等 中 外 学 术 机 构 任 客 佣 

教授 ;研究员 或 客 旧 研 究 

所 ，1974 年 以 来 , 在 国内 外 

几 县 了 专著 6 部 译 若 1 部 ， 

论文 多 篇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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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县 书 系 人 文 与 社会 科学 研 沈 从 书 ， 

面向 海内 外 学 界 ， 

专 诚 征 入 中 国 中 青年 学 人 的 

优秀 学 术 专 著 ( 仿 海外 留学 生 )。 

本 拓 书 意 在 推动 中 华人 文科 学 与 

社会 科学 的 发 展 进 步 ， 

奖 掖 新 进 人 材 , 豆 励 刻 苦 治 学 ， 

个 寻 基 础 扎实 而 又 适合 国情 的 

学 术 创 新 精神 ， 

以 弘扬 光大 我 民族 知 襄 传统， 

迎接 中 华 玄 明 新 的 腾 改 。 

本 欠 书 由 哈佛 大 学 哈 人 化 - 燕 京 学 社 

{Harvard - Tenching Imstitute) 

和 生活 :读书 :新知 三 联 书 店 共 同 负 担 出 版 资金 ， 

保障 作者 版 权 权 益 。 

本 外 书 邀请 国内 资 座 教 氨 和 研究 员 

在 北京 组 成 全书 学 术 委 员 会 ， 

并 依照 严格 的 专业 标准 

控 年 度 评 审 避 选 ， 

决 出 每 辑 书目 ,保证 学 术 品 质 ， 

力求 建立 有 益 的 学 术 规 范 与 评奖 制度 。 



二 联 ' 哈佛 燕 束 学 术 丛 书 

一 至 七 辑 书 目 

. 第 一 辑 - 

中 国 小 说 源流 论 石 昌 清 

工业 组 织 与 经 营 增长 ” 杭 宏 分 

罗素 与 中 国 冯 峙 多 

《因明 正 理 门 论 * 研 究 ” 巫 寿 请 

论 可 能 生活 赵 河 阳 

法 律 的 文化 解 到 梁 治 平 

台湾 的 忧郁 狼 湘 簿 

一 一 陈 映 真 的 写作 与 台 举 的 文学 精神 

再 登 巴 比 伦 堵 下 小 英 ”三 

一 一 巴赫 人 金 与 对 话 理论 

- 第 一 辑 - 

现象 学 及 其 萄 应 侦 梁 康 

一 一 胡 塞 尔 与 当代 德国 哲学 

海德 格 尔 哲 学 概论 了 味 喜 映 

消 未 新 知识 界 的 社团 与 活动 

又 兵 

天 郝 的 戎 吐 葛 海 建 

一 一 获 片 战争 肯 冉 究 

境 生 象 外 韩 林 德 

一 一 华夏 审美 与 艺术 特征 考察 

代价 论 郑 也 去 

一 一 一 个 新 的 社会 学 帘 角 

走出 男 权 传 统 的 樊 篇 ” 刘 厄 英 

一 一 文学 中 男 权 楚 识 的 批判 

金 元 全 真道 及 其 内 逢 心性 学 

张 广 保 



人 文 困 惑 与 反思 伐 宁 萎 

一 一 西方 后 现代 主义 思 鳃 批判 

直 代 尝 教 与 伦理 陈 来 共 

一 一 情 家 续 想 的 报 源 

世 允 社会 及 其 解体 何 怀 宏 车 社会 人 类 学 与 中 国 研 究 “” 王 藻 馈 者 

中 国 历 史上 的 春秋 时 化 怖 学 地 域 化 的 近代 形态 ” 权 写 群 赦 

宇 一 一 三 太 知 识 群体 百 动 的 比较 研究 
语言 与 哲学 天 下 上 疝 国 著 

中 国史 前 考古 学 史 研 究 1189%5 一 1949) 
一 一 当代 英美 与 德 法 传统 比较 研究 

陈 量 灿 对 
爱 默 生 和 中 国 线 满 守 著 

心 学 之 思 桥 国 荣 莉 

一 一 对 个 人 主 关 的 反思 
一 一 王阳明 哲学 的 阐 赫 

门 交 主 蕨 与 永明 文学 刘 蜂 进 著 绵延 之 维 了 宁 苹 

明 消 徽 离 与 淮 扬 社会 变迁 王 摄 忠 著 | ， 由 上 水中 析 学 

一 终极 提 域 的 开店 与 交 酸 一 一 睛 卡 奇 与 当代 西方 社会 愚 必 



- 第 五 辑 - 

京剧 跤 和 中 国 的 黄 育 稚 

性 别 关 系 11902 一 1937) 

计 因 在 学 研究 陈 波 

一 一 从 于 辑 和 语言 的 观点 看 

选举 社会 及 其 毁 结 司 怀 宏 

-一 一 秦汉 至 晚 铺 历 员 的 

一 种 社会 学 曾 释 

稳 下 学 研究 马 有 

一 一 中 国 古 找 的 思想 自由 

与 百家争鸣 

传统 与 变迁 闻 腊 虹 

一 一 江 浙 安民 的 社会 心理 

及 共 近 代 以 来 的 妫 变 

神秘 主义 诗 学 毛 上 峰 

- 第 六 辑 ， 

人 类 的 四 分 之 一 :马尔萨斯 的 

神话 与 中 国 的 现实 11000 一 2000| 

李 中 湾 王 丰 著 

古道 西风 标 票 村 ” 著 
着 吉 新 辟 现 所 见 中 西 文化 交流 

汉 这 国 的 建立 李 开 元 
与 刘邦 集团 

一 一 军功 受益 阶层 研究 

走 进 分 析 哲 学 王 路 著 

选择 .接受 与 朴 高 主 估 换 “ 著 
王国 纵 接 受 地 本 华 

条 光 潜 接 曼 友 罗 齐 天 学 比较 研究 

为 了 忘却 的 集体 记忆 许 子 东 
一 解读 和 篇 文革 小 说 

中 国文 论 与 西方 许 学 “” 亲 虹 



"” 第 七 辑 

正 浆 的 两 面 敬 又 伟 

无 调式 的 辩证 想象 张 一 兵 

一 一 诛 砂 诺 人 可 定 的 辨 让 法 # 

的 京 本 学 解读 

间 世 纪 王 半期 中 国 张 新 疆 

误 学 的 现代 意识 

中 古 中 匿 与 外 来 文明 。” 荣 新 江 

中 国清 真 玄 村 于 

水 恒 召 ” 玛 利 亚 ' 雅 绍 交 

法 国 戏 剧 百 年 51880 一 1980) 

宫 宝 荣 



多 视角 看 历史 :认识 过 去 经 济 实践 的 重要 手段 

本 书 的 特点 :从 窗 视 角 出 发 研究 江南 经 济 史 

对 本 书 所 收 论文 的 在 干 说 明 

本 书 所 收 论 文 的 发 表情 况 

有 无 “13,14 世纪 的 转折 ”? 

一 一 宋 未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的 变化 

一 

一 

上 证 下 册 
va 所 

“13 .14 世纪 转折 " 论 :一 个 正在 受到 换 战 的 

旧 有 共识 

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的 人 口 变化 

宋 未 至 明 初 江南 耕地 的 变化 

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技术 的 变化 

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民 经 营 方式 的 变化 

宋 未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特点 和 历史 地 位 

2 

2 



GZ1 周游 蝴 双 妆 部 涉 漠 二 

【 SB 

季 ] 

“天 ”“ 地 “人 "的 变化 与 明 清江 南 的 水 稻 生 产 
明 清江 南 *“ 天 "“ 地 "“ 人 "的 变化 

一 明 清 江南 “天 "“ 地 "“ 人 "之 变化 对 水 帮 
牛 产 的 影响 

三 ” 缚 论 :天 "“ 地 "“ 人 "相互 关系 与 中 国 
经 济 史 研究 

控制 增长 ,以 保 富裕 :请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 为 

一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增长 

清 从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控制 

洲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民 控 制 人 口 增长 的 动机 

“最 低 生 存 水 准 " 与 "人口 压力 "质疑 召 | 仙 上 

这 胎 .避孕 与 绝育 :宋元明 清 时 期 江 源 地 区 的 

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与 待 揪 

一 “药物 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

二 非 药物 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

工 堕胎 .避孕 与 绝育 方法 的 传播 族 径 

附录 一 : 唐 初 至 请 中 叶 江 南大 口 的 变化 

一 一 答 陈 总 新 4 节育 减缓 了 江南 历史 

人 口 的 增长 ? 多 

一 江南 大 口 变 化 与 全 国人 日 变 化 

二 隋 天 业 户 数 与 唐 贞 观 户 数 : 应 将 哪 

个 作为 研究 一 个 人 口 变化 阶段 的 起 点 ? 

三 “上 唐 宋 江南 人 口 的 变 尼 

97 

9 

了 

了 3 了 

了 737 

13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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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四” 明 清江 南 人 口 的 变化 

王 育 是 否 减 缀 了 江南 历史 人 口 的 增长 ? 

附 孙 “: 明 请 江南 确 实 采用 了 药物 堕胎 : 

四 个 实例 及 相关 分 析 

“人 赫 十 亩 "与 明 清江 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模 

一 “人寿 十 亩 ”: 明 清江 南 农 民 关 庭 农 场 的 

普 过 经 萌 规 模 

二 “人 群生 十 ” :为 什么 能 够 出 现 并 普及 ? 

二 “人 和 儿 十 再 "经 营 规模 的 出 现 和 发 展 的 

空间 特点 

从 “去 妇 并 作 ” 到 “ 画 寿 织 ” 

一 一 明 消 江南 农家 妇 广 劳动 问题 结 讨 之 一 

一 “ 勇 耕 女 织 "模式 项 疑 

二 ”明代 江南 农家 "夫妇 并 作 ” 的 流行 

三 ” 铺 代 江南 农家 “ 男 耕 女 织 "的 发 展 

“ 男 耕 女 织 "与 半边天” 角 估 的 形成 

-一 - 明 清 江南 农家 妇女 劳动 问题 操 讨 之 二 

一 ， 明 清江 南 “ 男 耕 女 况 " 的 背景 

一 一 农家 男女 劳 副 专业 化 的 条 件 

二 “半边 赤 ? 角 色 的 形成 

一 一 明 湾 江 南 农家 男 支 劳 动 生产 率 比 较 

二 应 当 怎样 看 符 农 家 妇 女 的 劳动 生产 率 问 题 ? 

200 

< 



【的 8T 一 人 SE1 夫 如 撞击 站 部 水 册 砚 

四 “ 男 耕 女 织 ” 

一 一 近代 以 衣 江南 农家 劳动 安排 的 最 佳 覃 式 

UN 

下 人 | 

| 言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

处 于 停 洁 或 下 降 吗 ”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界定 

以 及 农户 规模 ,农场 规模 和 农户 内 劳动 分 工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作物 调 产 量 的 提高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的 提高 ， 

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提 南 的 基础 

明 清江 南 棉纺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
一 

| 

吾 

生产 工具 的 改进 

劳动 分 工 的 加 强 

生产 的 专业 化 

棉纺 织 业 劳动 生产 率 与 农业 劳动 

生产 率 的 比较 

| : 明 中 时 至 祖 中 时 的 苏州 

Et 查 届 上 

各 下 

:“ 苏 杭 型 城市 "与 中 国 城市 史 研 究 

员 消 工 南 的 让 市, 曙 是 与 类 到 

明 清 的 苏州 城市 :范围 与 特点 

明 清 苏州 城市 的 地 城 变 化 

明 清 苏州 城市 的 人 口 变化 

了 0 

了 3 

313 

了 2 

了 2 了 

333 

了 33 

33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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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了 

364 

了 7 

了 7 

了 377 

381 

3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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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清 苏州 的 城市 工业 及 其 发 展 

七 ”工地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之 间 的 美 系 

工业 发 展 二 城市 变化 中 的 郊区 市 镇 

六 

附录 ”江南 地 区 "之 界定 

一 “江南 地 区 的 地 理 完 整 性 

二 ”江南 地 区 的 经 济 一 体 性 

二 作为 一 个 特定 地 域 概念 的 江南 地 区 

四 “江南 "一 词 涵义 的 历史 演 灾 

征 引 文献 县 录 

出 王后 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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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RIHSEeeDE il Jianban dring te SongYuUanrina Transitioa 

“The thirteenth- and fouteenth-eentuliy tranmsformation”; an 

ald conventional wisdom which is challenged 

Changes 记 Populatiocn 

Changes in eultivated lar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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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ierermncee of these changes to he rice Cultu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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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1978 年 进 人 厦门 大 学 攻 起 研究 生 算 起 , 我 从 事 中 国 经 

济 史 研究 至 今 已 有 二 十 三 个 春秋 。 这 二 十 三 年 的 研究 历程 ， 

大 体 可 以 1990 年 为 限 , 分 为 前 后 两 个 阶段 。 我 在 这 两 个 阶段 

中 的 研究 ,无 论 是 对 象 、 题材, 还 是 理论 、 方 法 , 都 有 上 贤 大 恋 

化 。 而 最 重要 的 变化 之 一 ， 蚌 我 对 构成 中 国 经 济 中 学 基础 的 

大 干 共识 产生 了 怀疑 ， 在 一 和 泵 列 论著 中 对 它们 提出 了 质 蜂 和 

挑 成 ,并 莹 试用 新 的 眼光 来 重新 看 中 国名 放 史 。 也 正 因 如 此 ， 

这 些 论 著 在 学 界 中 引起 了 广泛 的 关注 , 烷 同 的 和 反对 的 ,支持 

的 和 指 评 的 ， 各 种 意见 都 可 以 见 诸 中 外 学 术 刊 物 。 这 些 不 同 

的 回应 ,表明 我 所 做 的 工作 并 非 无 意 疼 之 举 。 质 用 旧 说 ,提出 

新 见 , 并 就 此 引起 批评 与 争论 ,对 于 促进 学 术 发 展 当 然 是 有 积 

极 必 用 的 。 

我 近 十 年 来 刊 出 的 经 济 中 论著 ， 除 了 五 部 专著 外 D ,还 

有 若干 论文 。 这 些 论文 刊 于 不 同 的 刊物 或 论文 集 ， 发 表 时 间 

各 异 ， 出 版 地 点 更 分 布 在 不 同 的 国家 和 地 区 ， 因 此 找 起 来 颇 

[11] 和 记 五 部 专著 是 :《 诺 代 江 南 农 业 的 流 展 让 、4dErTeaiiral peeepppmerk 加 证 ne 

Perla，7620 一 1385 发 这 康 的 早期 工业 化 ?发 理 论 、 而 法 与 发 展 趋势 :中 国 到 

入 息 研究 新 探 ? 光 发 展 与 制约 :明和 祖 江南 生产 力 研 容 》， 

下 晤 -下 可 年 玫 

玫 

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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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了 

不 易 。 不 光 同行 劲 我 将 它们 稍 集 出 版 ， 以 方便 更 密 的 学 者 遇 

读 参 考 。 训 我 而 言 ， 这 些 伦 文 星 我 在 过 去 十 年 中 对 经 济 史 个 

新 探索 的 结果 。 上 既然 是 探索 ， 那 么 成 果 志 当然 只 是 初步 的 。 

权 进 - - 步 发 展 对 有 关 问 题 的 研究 ， 就 必须 尽 可 能 广泛 地 听取 

各 方面 的 意见 。 学 术 者 ， 太 于 之 全 器 也 - 学 术 探 索 尤 其 需要 

大 家 - 超 来 慌 ， 绝 非 个 人 于 门 造 车 就 可 以 全 好 。 因 此 把 这 择 

论文 结集 出 版 ， 使 更 霓 的 学 者 得 以 就 所 论 展 开 措 评 和 和 争论， 

相信 对 经 济 史学 的 发 展会 有 所 人 促进， 如 果 能 够 做 到 这 一 点 ， 

那么 这 些 纶 文 所 超 到 的 作用 ， 就 将 迁 远 超出 其 具体 讨论 向 题 

的 范围 - 

出 于 这 样 的 考虑 ， 我 从 近年 来 发 表 论 文中 ， 选 出 了 一 

十 余 篇 ， 按 照 所 论 内 容 编 为 两 书 。 一 为 《理论 、 广 法 与 发 展 

趋势 : 中 国 经 济 史 研究 新 探 少 ， 另 -- 即 本 书 。 前 一 书 着 重 从 

理论 、 方 法 等 方面 ， 检 讨 中 国 经 济 史学 的 现状 ， 并 对 其 发 展 

牲 势 进行 探索 ; 后 一 尿 则 针对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的 一 些 重 大 

问题 ， 懂 开 深 人 分 析 ， 积 枢 据 战 由 说 ， 大 胆 提 出 新 览 - 两 书 

各 有 了 侧重， 相互 配合 ， 可 以 比较 全 面 地 表现 我 在 最 近 十 年 中 

的 主要 研究 心得 之 所 在 。 

为 了 方便 读者 阅读 本 书 ， 在 此 将 本 书 的 主要 特点 作 一 简 

介 ,并 对 若干 有 关 细 节 加 以 说 明 。 

一 多 视角 看 历史 :认识 过 去 

经 济 实 践 的 重要 手段 

任何 一 个 事物 都 包含 着 多 种 特征 ， 而 认识 每 一 特征 都 需 

要 特定 的 视 和 前 。 但 是 不 论 人 其 哪 一 个 视角 出 发 ， 所 看 到 的 都 只 



荐 该 事物 所 具有 的 特征 之 一 。 警 如 … 走 金刚 右 ， 从 物理 学 的 

视 第 去 看 ,看 到 的 是 其 重量 .人 昼 积 .重度 等 物理 特征 ;而 从 化 学 

的 视 第 出 发 , 看 到 的 却 是 其 成 分 , 结构 等 化 学 特征 。 同 样 地 ， 

从 美学 的 视角 着 眼 ,看 到 的 是 其 光泽 .线条 和 形状 所 体现 的 美 

感 : 从 经 济 学 的 视角 去 看 , 看 到 的 是 由 稀缺 性 所 导致 的 高 价 ，; 

从 社会 学 的 入 角 观察 ,看 到 的 是 其 拥有 者 的 社会 地 位 ;而 内 家 

教 文化 学 的 寓 角 审 祯 ， 看 到 的 却 是 其 所 包 售 的 某 种 神秘 的 心 

理 力 量 ……: 所 有 这 些 特 征 都 属于 这 果 金 刚 石 ， 但 是 其 中 任何 

一 个 都 不 能 代表 该 金刚 石 的 全 部 特征 。 只 有 认识 了 所 有 特 

征 ,才能 真正 认识 这 晒 金 刚 石 ;而 又 只 有 从 客 种 不 同 的 视 前 出 

发 ,才能 看 到 各 个 特征 。 因 此 , 即 司 是 要 认识 娜 怕 像 一 黄金 刚 

石 这 样 的 简单 事物 ,也 必须 从 密 视 角 出 发 进行 观察 与 研究 。 

依照 丘 承 明 先 生 的 定义 ， 经 济 史 学 研究 的 对 象征“ 过 去 

的 .我 们 还 不 认识 或 认识 不 清楚 的 经 济 实 台 ( 如 果 已 经 认识 清 

楚 就 不 要 去 册 究 了 和 50。 从 认识 的 角度 来 访 , 这 种 过 去 的 经 

济 实 践 比 程 一 块 金 病 石 来 ， 要 复杂 干 百人 悦 。 因 此 更 必须 从 尽 

可 能 饮 的 视角 出 发 ,进行 全 方位 的 研究 , 方 可 莫 得 比较 正确 的 

认识 . 但 是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却 非常 不 易 。 例 如 ,过 去 我 国 尝 者-… 

阿 假 重 于 从 生产 关系 (特别 是 阶级 关系 ) 出 发 来 研究 经 济 史 。 

如 果 从 方法 论 的 第 虚 来 说 ， 这 种 全 法 实际 只 是 从 一 个 访 角 

来 君 过 去 的 经 济 实 戚 ， 而 过 去 的 经 济 实 践 绝 非 仅 包括 生产 关 

系 . 因此 这 种 合法 当然 会 严重 影响 我 们 对 经 济 中 的 认识 。 这 

也 难怪 经 济 史 研 究 的 路 越 走 趟 罕 ， 而 得 出 的 结论 也 越 来 越 受 

到 质疑 。 

那么 ， 如 果 从 更 狗 的 视角 来 研究 经 济 史 ， 情况 又 会 坚 样 

呢 ? 我 在 二 十 狗 年 前 攻读 研究 生 时 ， 开 始 转 考 是 理 能 够 换个 

[1 册 吴 条 明 术 经 济 学 理论 妆 经 入 遇 研究 3。 

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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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角 来 看 历史 ， 并 探索 从 经 济 学 的 视角 来 看 经 济 史 。 随 着 视 

时 的 不 断 扩 大 ,我 也 傅 来 意 感 觉 到 :只 从 经 济 学 的 视角 来 看 经 

放 史 ,仍然 远 远 不 够 ,正如 柏 金 斯 1Dwight Perkinsy 在 研究 中 国 

农业 经 济 史 时 所 指出 的 那样 :不 能 把 农业 视 为 一 部 机 器 ,人 们 

向 其 投 人 各 种 生产 要 素 ， 然 后 获得 产 出 !01。 能 彼 特 〔〈JosepB 

Champeter) 则 更 明确 地 强调 经 济 史 “只 是 通史 的 一 部 分 , 只 是 

为 了 说 明 而 把 它 从 其 余 的 部 分 分 离 出 来 ”1。 经 放 忠 不 能 陪 

离 历 史 的 其 他 部 分 而 孤立 存在 ， 而 认识 历史 的 各 个 部 分 又 都 

需要 不 同 的 视角 。 因 此 ,共有 从 重 志 的 视角 出 发 进行 允 察 . 才 

能 更 好 地 研究 经 济 虫 。 

近 十 年 来 ,我 努力 营 试 从 更 多 的 视角 来 观察 江南 经 济 

史 。 这 种 观察 的 结果 发 现 : 在 构成 以 往 中 国 经 济 员 学 基础 的 

许多 共识 中 ,有 许多 实际 上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,或 者 说 是 有 严重 缺 

陷 的 [31。 而 之 所 以 如 此 ,除了 研究 方法 方面 的 缺陷 外 14 ,一 个 

主要 原因 是 在 以 往 的 研究 中 ， 看 问题 的 视角 过 于 单一 。 如 果 

从 更 多 的 视角 出 发 来 者 ，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些 观 点 确实 存在 问 

题 。 在 此 姑 举 本 书 所 收 论文 中 涉及 到 的 数 例 以 明之 。 

(一 )“ 宋 代 江 南 经 济 划 傅 ”说 ,一 回 是 中 外 中 坛 上 的 共 

识 。 此 说 赖 以 建立 的 基础 之 一 , 是 宋代 江南 粮食 亩 产量 达到 

「L1 网 Thright perkins: dgriealurol Deoelopmeri 上 China，J358 1968,85 页 。 柏 民 并 

说 :在 上 面 那 种 镍 法 中 ,人 燃 世 只 币 过 是 改 称 为 “劳动力 " 的 一 种 报 上 .与 其 他 

授信 相 岂 。 

[2] 能 捧 特 :区 弃 独 发 展 理论 .65 页 。 

[3] 创 如 中 外 中 坛 上 上 有 志 配 地 亿 的 "宋代 经 独 革 售 " 论 “明和 请 修 清 " 认 . “* 量 的 增 

加 , 厌 的 停 潮 " 论 “ 性 村主 立 萌 芋 " 论 , 清 伐 上品 爆炸 "和 论 中 国 抽 市 化 遭 路 

特殊 " 论 “小 家 和 既 济 阻碍 近 我 化 " 论 “农业 过 蜜 化 " 论 . 以 及 "人 耕 十 亩 "“ 男 

耕 去 如 "等 成 说 。 

{4] 克 阅 李 伯 直 :t 选 精 ” ,“* 系 以 "与 “宋代 江南 宕 业 革 命 " 一 一 对 传统 是 讲 史 研究 

方法 的 边 讨 3 与 习 历 史上 的 经 莉 划 市 与 既 重 史 的 研究 方 巷 ?1 此 一 辫 地 收 于 地 

怕 重 :$ 理 膏 ,方法 与 发 展 欧 执 : 中 国 经 济 史 研究 新 揉 J) 。 



很 高 的 水 平 。 查 事实 并 非 如 此 LU0。 许多 学 者 之 所 以 对 宋代 粮 

食 亩 产量 做 了 过 高 的 估计 , 一 个 原因 就 是 她 视 了 生态 环 亮 变 

化 对 农业 的 影响 。 例 如 ,生态 史学 者 已 经 证 实 了 宋代 大 部 分 

时 间 处 于 气候 变 冷 的 时 期 。 而 从 现代 农学 的 间 虚 素 看, 即使 

在 科学 发 达 的 今天 ,气候 变 冷 也 会 对 农业 产量 带 来 严重 影 

啊 , 厦 论 数 百 年 前 的 宋代 ! 其 次 ,农作物 产量 也 取 次 于 土壤 中 

各 种 养分 的 消耗 与 补充 状况 。 清 代 中 期 江南 肥料 产量 比 床 代 

有 显著 提高 , 而 且 有 大 量 的 肥料 输 和 人 , 伍 水 稻 亩 产量 (2.3 清 

石 “ 清 亩 } 却 仅 相 当 于 南宋 制 的 3.7 石 121。 宋 代 江 南 施肥 数量 

远 不 及 清 代 中 期 , 这 是 没有 争议 的 。 许 客 学 者 认为 南宋 江南 

水 稻 亩 产 达 到 三 四 石 、 五 六 石 万 至 六 七 泊 ,从 物质 能 量 转换 

的 前 庆 来 看 是 无 法 解释 的 (31。 因 此 , 如 果 我 们 从 生态 环境 史 

的 前 度 来 分 析 问 题 , 那么 就 会 对 以 “宋代 江南 粮食 亩 产量 有 

大 帼 提高 "为 主要 根据 的 “来 代 江 南 农 介 草 合 "之 说 发 生 严 重 

【2 一 )"“ 人 大口 压力 ” 论 , 是 中 外 学 坛 上 盛行 的 又 一 种 重要 观 

点 。 许 多 学 者 都 相信 明 清 《特别 是 铺 代 ) 江南 人 吕 增 长 过 速 ， 

使 得 人 均 耕 地 大 幅 下 降 ， 共 而 导致 劳动 边际 产量 的 递 琶 ， 出 

现 经 济 的 “内 卷 化 ”( 或 日 "过 密 化 ")。 但 是 刀 果 对 江南 人 口 问 

题 进 行 深信 的 研究 ，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在 明 清 时 期 ， 江 贾 人 己 

增长 不 仅 相 当 继 慢 、 而 且 还 有 和 逐渐 减缓 的 趋势 。 例 如 ， 在 明 

代 大 口 最 多 的 1620 年 至 清 代 人 口 最 多 的 1850 年 的 二 百年 

中 ， 江 南 人 口 平 均 年 增长 率 仅 为 3%e 左 右 。 而 各 方面 的 情况 

来 看 ， 江 南 经 平 均 年 增长 率 在 3%e 以 上 应 当 没 有 多 大 问 

[可 备 阔 挛 伯 重 : 人 2 选 精 " “" 措 棕 "与 "天 代打 南大 地 革命 "y。 

[21 李 伯 和 站:《 明 汶 江南 肥料 大 求 的 数量 分 析 ? 与 《 明 清 江南 取 料 的 辖 人 与 供求 洋 

本 了 

131 有 关 气 侯 . 料 与 江南 亩 产量 关系 的 讨 记 , 震 风车 书 所 收 第 .二 各 论 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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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下 | 

题 L0I1。 经 济 增 长 速度 超过 人 口 增 长 速度 ， 因 此 人 大口 增长 并 未 

拖 住 经 济 增长 的 后 稻 ， 志 不 会 导致 经 济 的 "内 卷 化 "4 出 此 

而 言 ， 从 大 口 史 的 视角 来 看 明 清江 南 的 经 诈 状 沈 ， 避 会 推翻 

过 去 的 共识 - 

一) 只 有 “ 基 的 增加 ”而 无 “ 质 的 变化 ”(G@uantitative 

growth ，dualitative stangstill),， 是 以 往 经 讲 中 学界 对 明 清 江南 经 

济 恋 化 的 基本 评价 。 所 谓 “ 质 的 变化 ”， 核 心 是 劳动 生产 率 

提高 。 但 是 如 果 从 经 济 学 的 视角 来 看 ， 那 么 我 们 舰 可 以 看 

到 : 在 明代 中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的 革 个 世纪 中 ， 由 于 商业 化 以 

及 劳动 分 工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， 江 南 农业 和 杭 入 织 业 的 和 战 长 

方式 ， 正 在 由 过 去 的 “广泛 性 成 长 ”(extensjive growth) 逐渐 

转变 为 "斯 蜜 型 成 长 "{the Smithian prowth )13] - 前 一 种 成 长 是 

一 种 没有 和 芳 动 生产 率 提 高 的 成 长 ， 而 后 一 种 成 长 则 是 一 种 

有 劳动 生产 率 提 高 的 成 长 。 由 此 而 言 ， 以 往 那 种 认为 明 清 

江南 工农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停滞 其 全 于 降 的 和 看法， 是 不 符合 实 

际 的 [41_ 

(四 六 中 国 特殊 "是 以 往 中 国 城市 史 柿 究 中 的 主流 观点 。 

中 国 的 天 市 发 展 确 实 具 有 上 自己 的 特点 ,而 在 过 去 的 研究 中 , 许 

密 尝 者 为 了 强调 中 国 的 特 珠 性 ,把 中 国 城市 的 发 展 史 作为 " 世 

111 参阅 村 书 所 收 第 二 篇 论文。 

L21 参阅 李 折 重 : 入 过 寡 型 增长 "理论 与 中 国 邱 笠 呈 研究 一 一 黄 宗 知 长 江 : 汪 角 济 

小 农家 庭 与 光村 败 展 ,1368 一 198 和 证 :评介 3 红 此 评 虱 于 和 村 们 醒 交 理论 . 方 计 与 

沉 历 走势 :中 国 昱 和 许 史 研 容 新 探 ?) 

131 “斯 密 型 腊 长 " 即 ' 斯 密 一 山 " Tithe Smithian dyaamicsy 拓 恒 的 "天 第 履 成 长 ” 

fjnteoaive runtb 已 属于 "近代 成 长 "mern Erowihy 有关 讨论 昂 李 伯 二 :内 

下 上 的 经 济 章 人 靖 与 经 入 蕊 的 研究 方法 》$， 呈 天 Rarzbhorg 1 48rieagurrat 有 ereforr 

Hiet ER imgnen 4621 一- 750 131 一 179 页 - 

14] “大 阅 本 书 所 收 策 六 ,七 .上 失 箭 论文 .以 想 李 伯 重 :性 历 出 上 的 经 济 革 他 与 到 入 遇 

的 研究 方法 站，Boshaung Li 由 Wricuitaret Peiopmera im jiangrol， 520 1950 第 

了 .8 章 , 守 等 



界 城市 化 正常 进程 "的 对 立 物 [H。 然 而 这 种 “正常 过 程 ”, 实 际 

上 上 仅 只 是 少数 欧美 国家 近代 城市 发 展 的 过 程 。 把 西方 经 验 当 

作 世 界 历 史 的 “正常 过 程 " 而 把 非 西方 地 区 经 验 作为 这 种 “ 正 

常 过 程 的 对 立 面 , 是 典型 的 西方 中 心 主义 的 做 法 。 其 次 , 城 

市 化 的 过 程 不仅 在 世界 范围 内 因 时 因 地 而 异 ， 在 中 国 也 同样 

如 此 。 忽 视 各 地 的 善 别 ， 假 设 有 一 个 中 国 城市 化 进程 的 统一 

模式 ， 然 后 由 此 出 发 来 与 那 种 以 西欧 经 验 为 标准 的 “正常 过 

程 ?进行 对 比 , 蚌 没有 意义 的 。 再 次 ,从 具体 的 实例 来 看 ,中国 

一 些 地 区 的 城市 化 进程 与 基于 西欧 经 验 的 “ 进 界 城市 化 的 正 

常 过 程 " 之 间 也 不 乏 模 似 之 处 ,并 非 都 是 截然 相反 24。 因此 以 

往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的 “中 国 特殊 ” 论 , 表面 上 是 强调 中 国 的 

特性 ， 实 际 上 仍然 是 西方 中 心 论 的 变种 。 而 要 伐 除 形 形 色色 

的 瑞 方 中 心 论 ， 就 必须 从 更 多 的 视角 来 看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的 历 

中 进程 。 

诸如 此 类 的 例子 ， 在 本 韦 收 人 的 论文 中 还 可 匈 到 不 少 。 

电 于 上 述 这 类 观点 是 梅 成 中 国 经 济 史 学 的 基石 的 共识 性 观 

点 ,因此 如 果 它 们 被 证 明 不 能 成 立 ,那么 中 国 经 济 史学 也 就 需 

要 重新 改 淄 。 电 此 可 见 , 从 老 坑 角 来 看 历史 ,对 于 历史 学 的 发 
展 具有 何等 重要 的 意义 。 

费 维 凯 (Albert Feurwerker) 十 年 前 在 美国 亚 训 学 会 上 上 , 叶 

召 学 者 们 在 对 中 国 过 去 和 现在 的 经 济 的 研究 中 ， 对 研究 对 象 

进行 重新 的 估量 .描述 和 分 析 131。 然 而 ,只 有 从 更 多 的 视角 出 

发 来 检讨 以 往 所 形成 的 各 称 共 识 ， 本 可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。 因 此 

1 用 起 六 的 请求 说 就 是 "中国 历史 上 的 妒 市 化 过 程 并 非 一 个 正常 过 程 ， 在 世 鼻 

上 是 独 一 无 一 的 特例 ”。 参 阅 赵 辣 :中 国 城市 皮层 史 论 握 》,139 140 页 。 

[31 详 网 标书 所 收 的 第 十 篇 论文 。 

[和 ] 贞 Ibeel 了 eurwerker: regienieGi 昌 加 的 erg ， 全 erbar hot argy er 

下 PDTHE 晤 Tory 让 人 帮 放 上 三 存 OU 几 H4 划 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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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辟 , 共 堆 视 角 出 发 来 重新 看 历史 ,也 就 成 为 了 当前 中 国 经 济 

史学 发 展 的 当务之急 。 本 书 中 的 研究 虽然 不 能 说 是 全 方位 的 

研究 ,但 是 较 之 以 往 的 研究 ,确实 是 从 更 多 的 方面 出 发 来 进行 

诸 喷 的 。 这 正 是 本 书 的 主要 价值 之 所 在 。 

二 本 书 的 特点 :从 多 视角 出 发 

研究 江南 经 济 史 

本 书 收集 的 十 条 论文 以 及 三 个 附录 ， 虽 然 具体 讨论 的 对 

象 以 及 竹 及 的 时 闻 都 有 颇 大 善 异 ， 但 是 它们 彼此 之 闻 却 具有 

大 干 重要 的 共同 特点 ,并 服从 一 个 共同 的 目的 . 即 从 不 同 的 视 

角 求 看 历史 上 的 江南 经 济 。 因 此 本 书 是 一 组 具有 共同 主题 的 

专 论 ， 

这 些 论 文 的 第 一 个 共同 特点 ， 是 它们 都 以 江南 地 区 为 研 

完 的 空间 车 和 蒙 。 这 里 所 说 的 “江南 "地 区 . 其 地 域 范围 包括 明 

清 的 苏州 .松江 常州 .镇江 .江宁 .杭州 .嘉兴 、 湖 州 八 府 ( 以 及 

从 苏州 府 析 出 的 太仓 州 )。 基 这 样 界 定 的 理由 ,我 在 本 书 附录 

8 江南 地 区 "之 界定 # 已 作 了 说 明 , 兹 可 不 瘟 。 

这 些 论 文 的 第 二 个 共同 特点 ， 是 虽然 各 篇 论文 所 涉及 的 

具体 时 间 范 围 颇 有 不 同 ,但 是 除 个 别 情况 外 , 都 在 13 世纪 初 

叶 人 全 19 地 纪 中 叶 的 六 个 志 世 纪 内 :41。 在 日 本 的 中 国史 学 界 ， 

这 六 个 多 世纪 通常 被 称 为 中 国 的 “近世 ”。 姑 且 不 论 这 种 说 法 

[11 第 一 简 讨 论 的 是 宁 未 圣明 万 的 两 个 世 恕 , 第 五 .六 .七 .十 篇 为 明快 中 期 至 清 

代 中 期 的 天 约 三 个 世纪 ,第 二 .从 篇 为 请 伐 前 中 期 的 西 个 世纪 ,第 四 荫 论 立 刚 

包括 了 上 起 拉毛 .于 至 王 线 中 期 太平 天 疼 战 争 各 及 江南 之 前 的 九 个 世 记 ， 第 

四 篇 论 误 附录 -- 和 村 节 附 录 所 涉及 的 时 间 范 围 更 超出 了 这 个 期 归 而 达到 麻 

化- 但 是 总 体 丽 言 , 这 些 论 京 所 针对 的 时 间 范 围 大 吏 在 南 来 后 拉 至 清江 中 期 ， 

好 13 世纪 初叶 至 1 世 妃 中 时 的 坟 个 密 世 纪 ， 



是 否 符 合 整 个 中 国 的 博 襄 , 仅 就 江南 而 言 , 这 六 个 过 世纪 确实 

是 一 个 经 济 成 长 方式 发 生 重大 变化 的 时 期 , 即 从 以 前 的 “广泛 

性 成 长 "转变 为 * 斯 密 型 成 长 ”- 由 于 “斯 密 型 成 长 "是 此 时 期 江 

南 主 要 的 经 济 成 长 方式 ， 因 些 这 是 一 个 具有 自己 特点 的 时 

期 。 本 书 所 收 论 文 簿 及 的 时 间 范 围 都 在 此 时 期 内 ,原因 也 正在 

于 此 。 

当然 , 仅 只 是 研究 对 象 有 共同 的 时 空 范围 ,还 不 足以 充分 

表明 这 些 论文 是 一 组 具有 共同 主题 的 专 论 。 久 题目 可 网， 各 

篇 论文 的 具体 研究 对 俏 籽 有 不 同 , 从 大 日 、 生 态 环境 .技术 、 农 

炎 .工业 ,一 直到 农民 . 妈 女 .城市 化 ,等 等 ,不 一 而 足 !1。 这 些 

对 象 彼此 各 蜡 , 看 上 去 做 平 五 花 作 门 , 但 事实 上 并 非 如 此 。 首 

抑 , 这 些 对 象 不 仅 都 是 经 济 活动 的 重要 因素 ,而且 徙 此 之 间 有 

者 非常 密切 的 关系 。 近 年 来 国际 经 济 史 学 发 展 的 一 个 重要 趋 

势 . 就 是 把 这 些 对 象 尽 可 能 地 纳 人 经 济 史 研究 的 范围 124。 其 

次 ,我 对 这 些 对 象 进行 研究 的 主要 目的 ,在 于 驱 寨 它们 与 经 济 

之 闻 的 互动 ,而 非 这 些 对 象 自身 131。 由 于 这 上 陌 个 原因 ,本 书 所 

收 各 篇 论文 对 各 有 关 对 象 的 研究 ， 万 是 从 不 同 的 视角 来 研究 

上 述 六 个 世纪 中 江南 经 济 的 变化 。 本 书 以 * 儿 视角 奢 历 史 : 南 

宋 中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的 江南 径 济 ”为 各 ， 原 困 也 正在 于 此 。 正 

是 因为 上 述 对 象 之 间 有 着 十 分 密切 的 关系 ， 同 时 本 书 对 它们 

的 研究 又 是 出 于 一 个 共同 的 目的 ， 因 此 不 论 是 在 比较 广泛 的 

意义 上 ， 还 是 在 比较 严格 的 意义 上 来 说 ， 本 书 都 是 一 本 研究 

[1] 本 书 附 录 对 江南 地 区 的 界定 .也 徐 耻 了 自 故 生态 . 径 访 联系 . 立 化 特征 笑 不 同 

方面 。 

[3a] 多 李 伯 重 : 妇 选 精 " “于 师 "与 "宋代 江南 农业 革 人 前" 历时 上 的 经 济 划 人 厚 与 

经 济 虫 的 研究 方法 $ 以 及 人 融入 世界 ": 新 世纪 我 国 的 书 国 可 狂 虫 学 的 潍 展 葵 

势 并 此 立 收 于 李 伯 重 :理论 -方法 与 发 展 趟 势 :中 国 经 和 济 中 研究 新 探 ?) 。 

13] 因为 对 于 这 些 对 彰 自 身 的 研 况 ,往往 超出 了 径 许 忠 研 究 的 范围 , 而 属于 人 口 

学 . 生 益 学 ,技术 .社会 学 等 研究 范 国 ， 

rr 本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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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至 19 世纪 中 叶 江 南 经 济 史 的 专门 著作 。 下面 ,我 对 本 书 所 

收 各 篇 论文 之 问 的 关系 作 一 简要 说 明 ， 

在 近 找 以 前 的 江南 ， 农 业 是 前 更 的 经 济 部 门 。 从 某 种 意 

忆 上 来 说， 农业 的 变化 万 是 整 个 经 济 变化 的 基础 。 因 此 从 农 

业 变 化 人 手 来 观察 经 镜 的 变化 ，- -向 是 经 济 史 研 究 的 主要 视 

角 ， 本 书 所 收 的 第 一 篇 和 第 一 篇 论文 ， 都 基 讨 论 江 南 农业 的 

变化 5 虽然 所 涉及 的 时 间 有 先后 )。 但 是 , 两 篇 论文 里 然 都 讨 

论 光 业 的 变化 ， 讨 论 的 视角 却 颇 不 相同 。 第 . :篇 主 刘 是 从 经 

洲 学 的 角度 来 进行 分 析 0 , 而 第 二 篇 则 主要 是 从 生态 环境 与 

大 燃 活 动 之 间 的 立 动 来 展开 探讨 。 如 相 金 斯 所 言 ， 农业 虽 然 

是 : :种 经 济 活 动 , 但 是 并 非 仅 只 由 经 济 的 因素 所 疾 定 !3。 相 

反 , 农业 生产 需要 各 方面 因素 ( 特 细 是 生态 环境 ) 的 密切 配合 

才能 进行 。 因 此 从 经 济 学 和 生态 学 的 视角 来 看 江南 宁 业 ， 天 

以 使 我 们 对 江南 农业 的 发 展 有 更 为 全 面 的 认识 ，。 

人 是 经 济 活动 的 主体 ， 人 口 变 化 对 经 济 变 化 具有 重大 的 

影响 。 因 此 研究 人 口 变 化 与 经 济 变化 二 者 之 间 的 关系 ， 对 于 

经 济 虫 研究 来 说 也 至 为 重要 。 本 书 所 收 第 --、 二 篇 论文 已 经 

对 人 吕 9 变化 与 经 济 变 人 二 者 之 邮 的 关系 进行 了 讨论 ， 但 是 对 

于 人 吕 变 化 自身 的 情况 尚 需 进 行 深 入 的 探讨 。 第 三 、 四 篇 论 

文 即 是 在 此 方面 进行 的 一 项 专门 研究 。 第 三 篇 主要 针对 清 代 

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变 化 的 情况 、 江 南 人 民 控 制 人 口 增 长 的 手 

笑 与 动机 进行 了 比较 全 面 的 探讨 ， 而 第 四 篇 则 把 江南 人 民 所 

使 用 的 控制 人 口 增长 的 手段 中 的 一 种 一 一 生育 控制 ( 即 蚁 胎 、 

避 孚 与 移 育 ), 放 在 更 长 的 时 间 范 围 内 进行 考察 。 这 两 篇 论文 

[1 本 立信 人 上 口 . 糙 地 .技术 与 当 民 既 营 方式 的 变化 等 方面 进行 讨论 -。 人 人 口 . 耕 中 - 

技术 是 让 业 生 产 的 三 大 基本 诬 束 , 而 农民 的 既 营 方式 黄体 现 了 在 特定 的 素 性 

F 这 些 或 罕 的 卫 置 . 这 些 痢 于 于 远 许 学 研究 的 范 力 ， 

1 2 网 Dwight Perkins : grieauiarag Erelapmert 详 Thing， 了 了 定 --19653 页， 



都 希 图 证 实 : 在 明 清 (特别 是 清 代 江南, 人民 已 经 发 现 了 经 济 

变化 与 大 口 变化 之 朵 的 美 系 ， 并 旦 有 意识 她 采用 各 种 方法 来 

折 止 大 口 过 快 增加 ， 凡 免 抑 经 许 成 长 的 后 腿 。 第 四 篇 论文 发 

表 后 ， 有 读者 来 信 对 该 文 所 涉及 的 一 些 问 题 提 出 质疑 ， 我 对 

此 作出 的 车 应 , 即 该 玄 的 两 个 附录 。 

同样 的 资源 和 条件， 在 不 同 的 经 济 组 织 方 式 或 者 经 营 方 式 

下 ,往往 也 会 产生 二 分 不 同 的 经 济 后 果 。 在 近代 以 前 的 江南 ， 

小 农 经 济 是 农业 经 济 的 主要 组 织 形 式 ， 因 此 小 农 经 济世 是 经 

济 史 研 究 的 最 重要 的 对 象 之 一 。 以 往 对 明 铺 江南 的 小 农 经 济 

的 研究 ,虽然 也 有 不 少 成 就 ,然而 由 于 爱 西 方 中 心 论 及 其 变种 

“近代 至 上 论 " 的 误导 ,往往 未 能 负 及 更 深 的 内 容 , 也 未 能 发 现 

真正 的 江南 特色 之 所 在 。 本 书 所 收 第 五 .六 .七 篇 论文 分 别 共 

农民 经 济 的 经 营 规 模 、 农 家 劳动 的 分 工 模式 ,农家 妇 广 劳动 在 

生产 中 的 地 位 以 及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农民 经 济 的 特点 等 角 

度 , 对 小 农 经 济 的 问题 , 进行 了 专门 的 分 析 , 由 此 得 出 了 一 些 

与 流行 观点 相 异 的 绪论 ， 证 实 了 明 清 江南 小 衣 经 济 这 种 经 济 

形式 并 末 阻 确 经 济 发 展 , 从 而 具有 经 济 上 的 合理 性 。 

生态 环境 、 人 口 及 各 种 生产 要 素 、 经 营 方式 等 变化 所 导致 

的 经 济 变化 ,最终 体现 为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变化 。 因 此 ,农民 

劳动 生产 率 的 变化 也 成 为 窒 量 经 济 变化 的 关键 性 指标 依 归 

传统 的 观点 ,到 了 明 清 (特别 是 清 代 前 中 期 ;江南 农民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, 不 仅 在 农业 中 , 而且 在 农村 工业 中 ,都 已 经 停 洒 其 至 

下 降 , 结果 是 农业 和 农村 工业 都 出 更 “过 密 化 "。 介 是 事实 是 

否 走 的 如 此 ? 本 书 所 收 的 第 从、 蕊 两 篇 论文 对 明 铺 江南 农业 

和 最 重要 的 农村 工业 棉纺 织 业 ,进行 了 深入 的 探讨 ,得 出 的 铺 

论 与 传统 的 观点 太 相 径 庭 :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农业 中 的 劳 

动 生 产 率 非但 没有 停滞 或 下 降 ， 相 反比 过 去 倒 有 明显 的 上 

升 。 至 于 江 击 农村 棉 委 织 二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， 在 明 清 时 期 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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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更 为 显著 , 所 达到 揭 水 平 之 高 , 在 19 世纪 以 前 的 世界 上 一 

直 和 名 列 榜 首 。 

社会 劳动 生产 率 提 高 的 一 个 主要 结果 ， 是 城市 化 进程 的 

加 快 。 在 以 往 明 请 江南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,对 于 城市 及 市 镇 (特别 

是 后 者 ) 的 研究 一 向 是 一 个 重点 。 伍 是 诸如 “和 什么 是 减 市 ”、 

“近代 以 前 中 国 的 不 同城 市 类 型 ”等 基本 概念 , 却 一 直 会 混 不 

清 ， 使 得 进一步 的 探讨 难以 进行 。 本 书 所 收 的 第 十 简 论 文 以 

明 中 叶 至 铺 中 叶 的 苏州 城 为 对 象 ， 对 明 清 江南 城市 的 范围 与 

特点 “城市 "与 “市 镇 "之 间 的 关系 .城市 的 类 型 .城市 的 芒 能 、 

城市 变化 的 方式 、 工 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之 间 的 关系 等 问题 展 

开 了 讨论 ,从 而 提出 了 一 系列 新 的 见解 ,并 指出 苏州 的 发 展 代 

表 了 一 种 新 的 城市 发 展 方向 。 

因此 ， 本 书 所 收 各 篇 论文 分 别 从 不 同 的 方面 对 13 至 19 

世纪 中 叶 江 南 经 济 史 进行 了 谊 人 的 研究 。 在 各 篇 论文 中 ， 我 

都 对 以 往 流 行 的 一 些 重 要 共识 提 出 了 质疑 并 提出 了 新 见 ， 而 

把 这 些 论文 改 在 -起 来 读 ， 可 以 从 不 同 的 铅 面 来 观察 江南 经 

济 的 变化 情况 ,加深 对 所 讨论 同 题 的 印象 ,而且 和 更 可 使 人 对 学 

坛 以 往 的 各 种 共识 作出 进一步 的 思考 ， 和 看 看 这 些 共识 是 否 雇 

正 符 人 台中 国 历史 的 走 实 。 

三 “对 本 书 所 收 论文 的 若干 说 明 

本 书 所 收 各 篇 论文 的 写 作 和 发 表 时 间 前 后 不 一 ， 其 中 第 

二 、 三 篇 发 表 于 1994 年 ， 而 第 八 、 九 、 十 篇 则 是 今年 才 刊 出 

的 。 在 这 六 七 年 的 时 间 里 ， 我 对 同一 问题 的 研究 也 有 辑 当 的 

进步 。 如 果 根 据 现在 的 认识 对 过 去 的 文章 作 一 大 修改 ， 无 疑 

能 够 更 好 地 表现 目前 的 研究 水 平 。 但 是 再 三 考虑 之 后 ， 我 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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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还 是 基本 保持 这 些 论文 的 原 魏 。 其 理由 如 下 : 学 问 提 高 无 

尽头 ,如 果 一 个 大 不 故 些 自封 ,那么 他 对 以 前 研究 成 果 了 永远 也 

不 会 感到 满意 。 此 肇 修改 得 比较 满意 了 ， 但 随后 可 能 发 党 还 

需 再 修改 。 因 此 车 要 修改 的 话 ,可 以 说 改 不 胜 改 , 永 无 止境 。 

同时 ,这 种 修改 也 会 导致 以 往 的 研究 成 果 " 失真", 从 而 使 得 学 : 

界 同 行 在 引用 或 拖 评 这 些 论 文 时 无 所 适 从 。 出 于 这 样 的 考 ， 

虑 ,这 些 论文 基本 上 未 作 改 动 , 仅 对 个 别 字 句 作 一 些微 小 的 修 

改 ,并 为 方便 读者 阅读 ,在 文中 新 加 上 了 一 些小 标题 。 

在 将 有 美 论文 收 大 本 书 时 ,有 几 点 技术 性 说 明 如 下 : 

1. 遵循 现在 的 国际 掌 术 惯例 , 在 有 关 讨 论 中 洽 及 到 的 学 

者 , 除 个 录 特 殊 的 场合 外 ,都 直 书 其 名 ,而 略 去 了 诸如 先生 、 教 

授 等 尊称 或 头 和 本 。 这 样 做 并 不 是 对 有 关 学 者 不 散 ， 而 是 因为 

在 学 术 讨 论 中 ， 所 有 学 者 都 应 处 于 平等 的 地 位 。 我 们 应 当 注 

意 的 只 是 他 们 发 表 的 意见 和 看 落 ,而 非 其 身份 与 地 位 。 

2. 任何 研究 都 是 在 前 人 工作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, 而 任何 人 

的 研究 都 不 可 能 完美 无 缺 。 如 果 学 术 要 发 展 ， 必 然 要 对 前 人 

研究 成 果 进 行 分 析 ,采纳 其 成 就 ,扬弃 其 错误 。 倘 佑 我 们 嘉 的 

以 学 术 为 天 下 公 器 的 话 ， 就 不 能 不 指出 前 人 研究 中 的 不 足 。 

指出 其 不 足 , 绝 非 否定 其 成 就 。 由 于 这 样 的 原因 ,本 书 在 讨论 

问题 时 .本 着 在 "真理 面前 人 人 平等 "的 原则 ,对 前 辈 学 老 的 观 

点 也 采取 “ 临 文 不 讳 ”的 态度 进行 分 析 和 评述 , 如 果 认 为 他 们 

的 观点 有 误 .也 将 直率 地 提出 批评 。 当 然 ,这 样 做 并 不 影响 我 

对 这 些 学 者 及 其 成 就 的 划 殴 。 

3. 由 于 本 书 所 收 论文 发 表 时 则 前 后 不 一 , 有些 问 题 在 轻 

旦 的 文章 中 进行 讨论 时 ,所 引用 的 拙 著 有 些 尚 未 刊 出 ,因此 只 

能 注 明 其 名 称 和 章节 。 但 是 到 了 今 夫 ,有 关 拙 著 已 经 出 版 , 岗 

此 可 以 将 页 码 标 明了 -对 于 这 些 , 我 在 脚注 中 做 了 一 些 补 广 。 

但 是 在 此 仍 要 提 柄 读者 ， 幸 幼 因 此 为 较 早 发 表 的 文章 引用 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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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来 刊 出 的 拙 著 而 感到 诗 异 。 
4. 本 书 所 收 和 人 的 各 箱 论文 ， 因 为 都 是 研究 江南 经 济 史 

的 ,因此 在 进行 讨论 时 , 订 免 会 出 更 一 些 相同 或 相似 的 论述 。 
重复 当然 应 当 避 免 ， 但 是 如 果 把 这 些 相同 或 相似 的 论述 一 律 
精简 ,就 难免 知 成 有 关 论文 的 残 南 不 全 ,使 读者 难以 完整 了 解 
各 篇 论文 所 央 述 的 看 法 。 我 对 此 采用 了 分 别 对 待 的 方法 ， 即 
对 篇 幅 较 大 者 , 仅 在 最 必要 的 地 方 保留 ,而 在 其 他 地 方 则 以 互 
见 的 方法 处 理 ; 对 于 篇 幅 较 小 者 , 则 予以 保留 , 以 保持 这 些 论 
文 的 原 魏 。 对 这 种 处 理 方式 , 瞧 读 者 予以 理解 。 最 后 ,为 了 节 
省 籍 幅 ,我 将 各 篇 论文 所 引用 的 文献 汇总 编 为 一 个 “ 征 引文 南 
目录 ", 置 于 书 未 , 以 备 读者 查阅 其 出 处 等 情况 ; 而 在 行文 中 ， 
则 仅 注 明 作 者 名 及 文献 名 。 

最 后 , 我 还 要 强调 : 学 问 无 止境 , 探索 无 尽头 。 我 一 向 非 
常 敬 重 的 斯 波 义 信 先 生 ， 去 年 在 一 封 来 信 中 就 担 到 我 新 近 发 
表 的 亿 选 精 *、“ 集 粹 " 与 “宋代 江南 农业 革命 "》 一 文中 所 表述 
的 观点 ,与 我 在 1990 年 出 版 的 《 良 代 江南 农业 的 发 展 》 一 书 中 
的 观点 ， 有 非常 大 的 不 同 。 对 我 的 研究 了 解 甚 深 的 黄 宗 智 先 
生 ，1997 年 相 旺 时 也 谈 到 我 近来 关于 明 清江 南 农民 经 济 的 看 
法 ,大 异 于 过 去 的 看 法 。 是 的 ,在 我 从 事 经 济 史 研 究 的 二 十 多 
年 中 (特别 是 在 最 近 的 几 年 中 ), 对 许多 重大 问题 的 看 法 乃至 
对 中 国 经 济 史 的 总 体 看 法 ,都 在 不 断 发 生 改 变 ,而 且 我 相信 这 
种 情况 今后 还 将 继续 下 去 。 这 种 变化 并 非 “ 趋 时 ", 而 是 由 于 
认识 在 厅 断 加 深 所 致 。 我 们 的 认识 总 是 受到 各 种 条 件 的 局 
限 ,因此 尽管 力求 完美 是 我 们 永恒 的 追求 ,但 是 任何 一 个 时 候 
所 作出 的 成 果 ， 都 不 可 能 十 全 十 美 。 现 在 看 过 去 的 研究 成 果 
往往 会 有 “ 觉 今 是 而 蔡 非 " 之 感 , 而 日 后 看 今天 的 研究 成 果 也 
难免 是 * 后 之 视 今 , 犹 今 之 视 蔡 *。 因 此 观点 不 断 发 生变 化 ,我 
觉得 是 好 事 , 因 为 它 雪 明了 我 在 学 术 上 还 没有 和 公 化 ,还 能 积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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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 新 思想 .学 习 新 方法 ,开辟 新 领域 。 而 尝试 和 探索 从 多 视 

角 来 看 经 济 中 上 的 问题 ， 就 是 促使 我 的 学 术 观 点 发 生变 化 的 

生计 原因 之 一 。 

在 拙 文 t" 选 精 " “和 集 粹 "与 “宋代 江南 农业 革命 "》 中 ,曾经 

引用 过 英国 上 护 虫 学 会 主席 巴 勤 克 拉夫 在 二 十 年 前 对 第 二 次 世 

界 大 战 铺 东 以 后 世界 各 国史 学 发 展 状况 所 作 的 总 结 中 的 一 些 

话 。 当 时 他 受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委 托 ,撰写 了 《社会 科学 和 人 

文科 学 研究 主要 趋势 》 的 历史 学 卷 〈 即 《当代 史学 主要 趋 

势 ?) 。 他 在 此 书 中 写 道 ,“ 近 十 五 鞋 二 十 年 来 历史 科学 的 进步 

是 惊人 的 事实 ,但 是 * 根 据 记 载 ,近来 出 版 的 百 分 之 万 十 的 历 

史 著 作 , 无 论 从 研究 方法 和 研究 对 象 , 还 是 从 概念 体系 来 说 ， 

完全 在 沿袭 着 传统 。 像 老牌 发 达 国 家 的 某 些 工业 部 门 '- 样 ， 

上 历史 学 只 满足 于 依靠 继承 下 来 的 资本 ， 继 续 使 用 陈旧 的 机 

器 "。 这 种 严重 的 情况 , 使 得 “历史 学 已 经 到 达 决 定性 的 转折 

时 期 "”。 而 造成 这 种 情况 的 最 重要 的 原因 ， 则 在 于 访 史 学 家 

“根深 蒂 男 的 心理 障碍 ”, 即 “历史 学 家 不 会 心甘情愿 地 放弃 他 

们 的 积 习 ,并 且 对 他 们 工作 的 基本 原理 进行 重新 思考 "[11。 由 

此 意义 上 可 以 说 ,只 有 不 断 地 质疑 以 往 的 研究 (特别 是 自己 的 

研究 ) ,探索 新 的 思路 , 营 试 新 的 方法 ,才能 使 历史 学 在 这 个 决 

定性 的 转折 中 滤 过 难关 ,发 扬 光 大 。 而 在 这 种 钦 索 与 尝试 中 ， 

从 多 视角 来 看 历史 现象 的 方法 , 马 被 证 明 至 为 重要 。 因 此 ,本 

书 在 此 方面 所 作 的 探索 与 尝试 ,尽管 只 是 初步 的 ,但 是 毕竟 己 

经 走 册 了 了 我 的 第 一 步 。 这 些 探索 与 尝试 ,无 论 其 成 功 与 特 ,其 

经 验 对 其 他 学 者 都 可 作为 一 个 参考 。 这 一 点 ， 正 是 本 书 所 欲 

追求 的 主要 目的 。 我 诚恳 地 希望 于 者 对 本 书 提出 批评 ， 以 帮 

助 我 进一步 改善 自己 的 研究 。 勒 商 夫 在 谈 到 年 鉴 学 派 今后 的 

[11 坟 大 里 . 巴 勒 克 拉夫 :当代 史学 主要 趋 幸 ?了 ,327.330 一 332 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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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 运 时 说 :我 们 希望 继续 存在 和 发 展 . 静止 等 于 死亡 。 [1 对 

于 一 个 学 者 的 掌 术 生涯 来 说 ,情况 也 是 如 此 :静止 等 于 死亡 。 

四 本 书 所 收 论文 的 发 表情 况 

本 书 所 收 的 十 篇 论文 和 三 个 附录 都 已 发 表 。 其 中 第 一 、 

二 .四 . 八 、 九 .十 篇 , 系 提 变 在 洛杉矶 .香港 .北京 .阿里 尔 德 

(瑞典 ) .台北 和 汉城 举行 的 国际 掌 术 会 说 的 论文 ,并 分 别 以 中 

文 { 第 四 . 八 篇 ) .英文 { 第 一 ,二 、 蕊 篇 ?下 韩文 { 第 十 往 ) 在 海内 

外 刊 出 ;第 三 .五 .六 .七 篇 以 及 三 个 附录 , 则 在 大 陆 和 台 党 学 

术 刊 物 上 发 表 。 现 将 有 关 情 襄 作 一 简介 如 下 : 

1.& 有 无 “13、 计 世纪 的 转折 ”?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

人 口 、 耕 地 、 技 术 与 农民 经 音 方 式 的 变化 》$。 原 名 Tas 了 ere 

ea 上 7 人 ”rieent-an 本 Forrfeenii-Ceniuryr 了 rming-Point 

Canges 训 Popxiation， Caizinaied Land， Technaology and Farm 

jaragernert 避 天 GT 万 pmm 起 E Eate Song 绍 上 ee Pargy 有 gr ， 系 

提交 1997 年 6 月 在 美国 洛 杉 机 近 部 箭头 淹 《Arrmwhead Lake) 

举行 的 “ 宋 一 元 一 明 过 渡 ”国际 学 术 讨 论 会 (The Conference on 

the Song-Yuan-Ming Transition ) 的 论文 。 英 文本 收入 Eiehard von 

Clahn 与 Paal Smiih 主 痛 Te Song-yuaniing Transitom 友 Chi- 

nese 下 stor(The Califomia University Press，2001) 。 访 文 主要 

内 容 后 来 以 中 文 刊 出 :包括 & 宋 未 圣明 初 江 南 人 口 与 耕地 的 变 

作 一 一 让 ,144 世纪 江南 农业 变化 探讨 之 一 必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

农业 生产 技术 的 变化 一 一 雪 、14 世纪 江南 农业 变化 探讨 之 

[1] 航 蓝 :历史 姑 疆 有 是 人 灶 社 会 在 时 间 申 的 狂 进 一 一 法 国 著名 条 家 维 克 ' 勒 高 

去 采 谢 纪实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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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》 汉 宋 末 至 明 初 江 南 农民 经 营 方式 的 恶化 一 一 13 .14 世纪 生 

南 农 业 变 化 探讨 之 二 》.《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特点 和 

历史 地 位 一 一 13、14 世纪 江南 农业 变化 探讨 之 四 》《{【 以 上 文章 

连载 于 《中 国 农 史 》1997 年 第 3 期 、1998 年 第 1 一 3 期 ),， 以 及 

《“ 划 傅 " 乎 ? “虚像 " 平 ? 宋代 江南 农 卫 的 时 空 变 化 # 刊 于 

$ 妃 州 第 2 辑 ,1999 年 )。 

2. 信 天" 地"”“ 人 ”的 变化 与 明 清江 南 的 水 称 生 产 少 。 原 

澡 ERanges 总 Climate，Fang an Panman 下 por， Te 媚 pduciionmn 

oj 玫 ef-Rice 训 Jiangnan aring the Ming and Ding 了 Dynasties， 系 提 

变 1993 年 12 月 在 香港 举行 的 “中 国生 态 环境 史 国 际 学 术 会 

议 ”fThe Conferenee on the History ef the Envjronment in Chbina) 论 

文 。 黄 文本 收 于 Manrk blvin( 必要 扣 ) 与 Lu Ta'"uijant 刘 有 全 溶 ) 

主编 Sediments gf me， Enaironrmeri ar Society 三 CRinese 下 zs- 

ipry 《Cambrdge University Press，1998)》 。 中 文生 刊 于 有 中 

国 经 济 史 研究 》1994 年 第 4 期 。 

3.《 控 制 增 长 ， 以 保 寅 裕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为 少 ， 

刊 于 & 新 中 学? 台北) 第 于 卷 第 3 期 (1994 年 )。 该 文 的 部 分 内 

容 也 在 大 陆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, 包 括 &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的 低 

速 增 长 及 其 原因 一 一 清 代 江南 人 口 问题 探讨 之 一 *( 刊 于 《 清 

史 研 究 》1996 年 第 2 期) 与 《节制 生育 ,控制 增长 一 一 清 代 前 中 

期 江南 人 口 问 题 探 讨 ?》( 刊 于 《 计 基 生育 研究 和 1995 年 第 3 

期 ) 。 

4. 因 了 胎 、 和 避孕 与 绝育 : 宋元明 请 时 期 江浙 地 区 的 节育 方 

法 及 其 运用 与 传播 》, 系 提交 1998 年 11 月 在 北京 举行 的 “中 国 

婚姻 、 家 庭 和 人 口 行为 "国际 会 议 的 论文 , 收 人 李 中 清 、 郭 松 这 

主编 的 《4 欧 亚 的 家 庭 与 婚姻 研究 》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9 年 )， 

并 刊 于 《中 国学 术 #2000 年 第 1 期 。 

本 文 朵 录 一 《 唐 初 至 清 中 叶 江 南 人 口 的 变化 一 一 答 陈 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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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88T -一 0 替 渤 了 静 到 站 训 和 沙 硝 

新 《“ 节 人 痛 减 缓 了 江南 历史 人 口 的 增长 ??》, 刊 于 《中 国学 术 》 

2001 年 第 3 期 。 

本 文 附 录 二 《 明 清 江南 确实 采用 了 药物 输 胎 : 四 个 实例 

受 相 尖 分 析 小 , 刊 于 4 中 国学 术 #2001 年 第 3 期 。 

5 .4 人 耕 十 让 ” 与 明 清 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横 放 . 刊 于 《中 

国安 史 》1996 年 第 1 期 。 

5.& 从 “夫妇 并 作 ” 到 “ 男 耕 女 织 ”一 一 明 清江 南 农 家 妇女 

劳动 问题 探讨 之 一 上 ， 刊 于 《中 国 经 济 虫 研究 》 1996 年 第 3 

期 。 

7.4" 男 耕 辫 织 ” 与 “半边 天 ”角色 的 形成 : 明 铺 江南 农家 

妇 立 劳动 问题 探讨 之 二 #, 刊 于 中 国 经 济 史 研究 $1997 年 第 3 

期 。 

8.&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》。 原 名 为 Farm 

Fapor Prodguctipiy mm iangnan ，1620 一 1850， 芭 提 变 2000 年 8 

月 在 正殿 阿里 尔 德 《Anld) 举行 的 “工业 化 以 前 欧 亚 地 区 的 生 

医 水 平 的 新 证 据 " 国 际会 议 (The Conference on New Evidence of 

Standards of Living in Pre -industrial Eurmpe and Asia) 论 文 , 收 于 

lommy Bengtsson 主编 We Euiqgence of Standarags of Fining 训 

Pre-indrrsirel Erope and dsiaf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1)。 其 

主要 了 府 春 也 先期 以 中 文 刊 出 ,为 方 行 .经 看 健 、 魏 金玉 主编 的 

k 中 国 经 济 通史 》 清 找 卷 { 经 济 日 报 出 版 社 , 1999 年 ) 的 第 五 章 

《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#-。 

9.& 明 清 汪 南 棉纺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》, 提交 2000 年 6 月 

在 台北 举行 的 “中 央 研 究 院 第 三 届 国 际 汉 学 会 议 ” 论文 ,收入 

台湾 中 央 研 究 院 历史 语言 研究 所 主编 的 《汉学 会 议论 文集 

(2001 年 )。 

10.《 工 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: 明 中 叶 至 清 中 叶 的 苏州 ?》, 系 

提交 2001 年 4 月 在 韩国 溅 举行 的 “中 国都 市 规划 与 社会 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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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"国际 会 议论 文 。 昔 文 谋 本 收 人 朴 汽 济 主 编 的 4 中 国都 市 规 

划 与 社会 变化 并 韩国 国立 汉城 天 学 东亚 研究 所 ,2001 年 )。 中 

误 本 分 期 连载 于 《清史 研究 》2001 年 第 2.3 期 。 

全 书 附 录 久 江南 地 区 "之 界定 #, 原 名 & 简 论 “* 江 南 地 区 ”的 

界定 省, 刊 于 $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呆 研究 上 1991 年 第 1 期 。 后 经 企 

改 , 收 和 人 抽 著 《发 展 与 制约 : 明 清 江 声 生产 力 研究 ?, 联 经 出 版 

事业 公司 (台北 ).2001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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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无 “13 .14 世纪 的 转折 ”? 

一 一 放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的 变化 

一 “13、14 世纪 转折 " 论 :一 个 正在 

受到 挑战 的 目 有 共识 

俩 构 可 (Mark Elvin) 于 1973 年 提出 了 ”14 世纪 的 转折 点 ” 

的 论点 , 认为 在 44 世纪 的 某 个 时 候 , 中 国 历史 发 展 的 内 在 规 

律 和 开始 发 生 改 变 《 或 者 说 是 长 期 运作 的 因果 方式 发 生 改 变 )， 

从 而 导致 了 中 古 经 济 活 力 的 消失 TH。 

仇 氏 的 这 个 著名 观点 并 丰 只 荐 其 个 人 见解 ， 而 是 过 去 很 

长 一 个 时 期 内 国际 中 国史 兵 持 流 见 解 的 代表 。 因 此 之 故 ， 在 

1973 年 之 后 ， 许 千 学 者 仍然 表露 出 类 做 的 观点 ， 尽 管 他 们 并 

未 读 过 他 氏 的 著作 。 例 如 人 情 衣 读 师 认为 在 14 世 纪 以 前 ,中国 

的 "生产力 是 走 在 世界 前 头 的 ”, 而 到 15.16 世纪 , 却 变 成 了 藩 

后 国家 [ 阅 。 治 使 则 认为 宋 找 中 国 经 济 “ 居 于 世界 的 最 前 列 ”， 

人 1 了 网 ark 下 |vim 了 he Peartern of 二 Rirtete Pow 203 一 204 页 - 

[31 捕 藤 读 : 论 明 清 社会 径 访 的 发 展 与 返 生 3. 

各 理 革 妆 各 了 号 生 生 全 二 本 号 一 

[要 认 于 咱 库 订 9] 省 进 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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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在 六 真 贵族 、 庇 太 贵 族 的 统治 卜 ，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“ 发 生 了 赣 

转 ” ,因此 其 14 匡 纪 之 后 , 中 国 社 会 的 发 展 “逐渐 地 缓慢 . 迟 济 

下 洲 1 可 见 ,这 种 "转折 之 说 ,确实 十 大 密 数 史家 的 共识 。 

性 细 分 析 这 种 “转折 ? 论 , 可 以 看 到 在 支持 这 种 论点 的 掌 

考 之 间 ,也 站 在 着 明显 的 意见 分 歧 。 首 先 , 出 现 这 个 “转折 "的 

时 期 .到底 是 14 此 纪 还 是 元 代 ? 他. 信 . 汪 诸 位 学 埋 的 看 法 就 

是 为 不 -~。 和 人 是 这 一 差 媒 ,对 于 我 们 的 研究 上 师 有 影响 :如 果 是 

六 者 ,那么 将 涉及 到 对 明代 宁 期 (洪武 间 ) 的 社会 经 济 状况 的 

评 价 问 题 ; 而 人 峭 知 是 后 痢 , 那么 我 们 的 研究 范围 又 将 世 括 13 

址 纪 后 期 。 其 次 ,这 个 ”转折 " 手 竟 指 的 是 什么 ? 供 氏 似 于 认为 

旺 经 济 成 长 方式 的 重大 改变 ,因为 他 认为 宋代 是 中 国 的 "中 市 

经 济 昔 命 时 期 ”, 此 了 时 其 的 经 济 成 色 伴 有 估量 的 技术 发 明 : 而 

储 1500 一 1800 年 阿 , 到 然 出 更 了 经 镶 增长. 但 是 却 几 手 全 然 

没有 有 技术 发 明 !24。 但 是 滞 氏 邢 情 氏 蝇 调 的 , 看 来 是 指 社会 进 

步 速度 的 明显 改变 ,所 以 前 者 坚持 试 为 宁 代 以 后 中 国 社 会 进 

展 极 为 缀 慢 ,而且 处 于 返 加 之 中 ”3 , 击 后 者 也 认为 明 铺 中 国 

社会 发 展 “ 还 训 ”!141。 然而， 袍 竟 是 经 济 成 长 方式 的 重大 改 

变 ?” 还 是 社会 进步 速 诬 的 明显 改变 ? 这 对 判断 “转折 -的 性 质 

1 事 起 尺 案 代 经 久 史 #.23…3.30- 31 页。 

[] 出 avin: he Peakera 时 庆 e PRinese Po 2 页 一般 而 言 , 妈 入 虑 长 睛 式 可 委 

为 两 神 此 型 : 种 兵 有 “和 量 的 扩大 ”fguantitative increaaey 而 无 “ 质 的 改进 ” 

【ualitative impruvemecnt , 曙 一 种 则 既 有 " 量 的 扩 坟 ,各 肥 "大 的 改进 -在 两 方 

学 界 , 有 人 也 特 前 者 称 为 "增长 "{growth) 而 将 后 者 称 为 “ 晨 殿 "developmanly - 

而 这 两 种 成 长 请 式 的 主要 差别 , 又 在 于 戎 无 重 雪 技 术 进 步 以 及 劳 动 生产 率 是 

否 磷 蚁 担 商 。 因 和 此 有 无 技术 发 明 则 是 区 别 两 种 证 要 到 济 成长 方式 的 主要 标志 

之 -， 有 美 论 述 饮 Elvin: The Porterm 中 填 e fiFinen Pa ，306 一 3 站 不 ;了 hilih 

了 man 区 :了 Re ea 下 nt 加 昌 加 ra 有 cteiopmHe 各 二 E TEST Te 7 一 了 19 ， 

1I 一 3 贰 。- 

131 伟人 惰 末 人 找 经 济 击 》,32 页 。 

141 博 坊 凌 赤 论 明 销 村 会 综 许 的 发 展 与 巡 王 3 

别 22 



却 至 关 重 此 ， 再 次 ,基于 造成 这 个 “转折 "的 大 因 ,他 们 的 解释 

也 各 不 相同 ， 忆 氏 认 为 最 重要 的 原因 在 于 :{ -) 在 过 世纪 以 

后 的 五 个 世纪 中 ,不 沦 就 人 口 还 基 资 源 而 言 ,在 中 国 的 经 济 成 

长 中 一 直 程 着 重要 作用 的 边疆 ， 已 经 开始 被 “ 填 满 (一 ) 

在 此 时 期 ， 中 国 的 海外 贸易 和 与 外 国 的 交 律 碱 少 卫 ， 中 国 社 

会 变 得 更 为 内 向 ;【 三 )》 中 国 哲 学 家 们 对 自然 的 态度 也 发 生 了 

变化 。 他 们 不 再 对 系统 的 调查 研究 感 兴趣 ， 而 是 依赖 于 内 省 

与 直觉 , 央 而 没有 科学 的 进步 来 煌 发 生产 技术 的 进步 111。 率 

氏 认 为 13、14 秩 纪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发 牛 的 赣 转 ，“ 只 是 由 于 女 

真 贵族 、 蒙 古 贵族 所 代表 的 落后 经 济 关 系 的 涂 透 ， 以 及 这 种 

关系 与 汉族 大 地 主 阶 级 所 代表 的 农奴 制 关 系 相 结 合 ， 成 为 我 

国 社会 前 进 的 阻力 ”121。 而 傅 氏 则 强调 时 清 中 国生 产 力 受 展 

缓 焊 ， 主 要 是 因为 “封建 十 地 所 有 制 加 强 封建 专制 主义 ， 建 

立 了 庞大 的 官僚 机 构 ， 从 政治 、 经 济 诸 方 而 ， 延 组 社会 阶级 

分 化 ”， 限 制 了 近代 和 阶级 的 前 辈 的 发 展 ， 使 它们 不 能 达到 成 

问 的 地 步 131: 

不 过 ， 尽 管 有 这 些 分 歧 ， 支 持 “ 转 折 ” 论 的 学 者 在 以 下 

方面 意见 仍然 一 致 : 第 一 ， 在 南宋 未 年 与 明 朝 补 年 之 间 ， 中 

国 的 社会 经 济 确 实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化 ; 第 二 ， 这 个 变化 的 结 

果 ， 使 得 此 后 时 期 的 社会 经 济 变化 方式 ， 与 此 前 时 期 相 比 ， 

出 现 重大 差异 ， 因 此 形成 “转折 ”。 愉 体 地 说 ， 就 是 经 过 这 

个 “转折 ”， 中 国 的 社会 经 济 变化 方式 由 以 前 的 “ 唐 宋 变 

革 ” 变 成 了 “ 明 清 停 靖 ”。 

以 上 “转折 ? 论 的 诸 要 点 ,近年 来 已 受到 若干 姚 战 。 首 对 ， 

韩 刁 林 、 师 道 岗 等 元 史学 者 提出 : 元 代 并 不 是 一 个 “黑暗 时 

1] 网 ark 已 lvin: Te Pearperm of ie 人 inese aucf ,203 一 204 页- 

[3 滞 向 必 弯 代 经 久 中 ,33 届 。 

13] 本 焉 :入 论 明 清 社会 经 入 的 败 异 与 边 涨 字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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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疙 5 有 

代 ”: 相反 ,在 无 代 时 期 ， 中 国 经 济 在 韦 宋 发 展 的 基础 上 继 

续 上 升 ，“ 有 长 是 的 进步 ”414。 革 次， 条 金 树 、 场 国 相 、 

陈 支 平等 明 清 虫 学 背 世 友 对 将 明 初 划 人 这 个 “转折 ”时 期 。 

他 们 认为 明代 初期 的 邢 十 年 ， 是 一 个 社会 经 济 迅 速 恢 和 奶 和 

展 的 阶段 0321。 再 穴 ， 郭 文 筑 等 农 忠 学 者 认为 元 代 与 来 代 一 

同 构成 中 国 “南方 农业 突 疏 猛 进 ” 的 阶段 ， 而 明 清 则 是 中 国 

传统 农业 “纵深 发 展 ”， 有 从 而 “达到 顶峰 ”的 阶段 ,因此 元 

代 肥 其 前 后 几 十 年 并 不 存在 “转折 ”1 3。 最 后 ， 从 最 新 的 

一 些 关 于 唐 宋 和 明 讲 的 研究 成 果 来 看 ， 侍 少 就 汗 南 地 区 而 

言 ， 以 往 盛 行 的 若干 重要 理论 如 “ 唐 宋 变革 ” 论 和 “ 明 清 停 

滞 ” 论 ， 并 不 符 台 房 史 实际 141。 话 然 没 有 “ 唐 宋 变革” 利 

Fl 韩 慨 林 认 为 : 促 疏 因为 基 朝 皇帝 症 歼 古人 而 糙 元 代 说 成 是 * 暴 量 吓 代 ". 基 

* 丰 科学 的 "; 元 部 统一 结果 了 过 二 五 自 事 年 的 民 访 螂 胖 与 战乱 ,向 中 国 音 旋 

和民 能 营 在 比较 实 定 的 环境 中 从 韩 和 产 . 基 有 历史 的 进步 : 肯 太 天 床 后 , 虚 障 

了 南 朱 阁 税 一 百 开 十 余 项 ,对 弃 济 发 展业 为 有 利 :在 元 末 以 前 .长 江 以 南 ! 特 

别 是 江 产 行 省 ; 的 岂 业 弘 入 , 在 唐 洲 以 米 的 基础 上 多 殷 得到 发 展 , 一 直下 上 

和 1! 韩 涌 林 :下 献 员 .4 .378.387 页 1)- 师 遵 鱼 等 也 批 惠 了 “长 期 以 求 元 史 帮 

训 中 存在 普 的 两 神 惨 向 " , 即 ;f -) 出 十 对 再 二 人 施 行 的 地 族 扑 迫 的 反感 . 牺 

当时 社会 斩 作 一 个 * 虹 拱 的 上 时代" 民 二 1 由 于 研究 的 灵 挟 . 认 册 当时 社会 经 久 

其 末 上 没有 和 笃 发 展 。 与 这 两 种 现 点 相反 , 师 氏 认为 岳 代 中 国 农业 “有 长 正 

的 进步 " ,达到 了 一 个 "较为 先进 的 水 平 "!( 师 得 网 . 丈 瘟 力 与 王朝 中 区 以 三 部 

家 片 看 元 厚 衣 亚 生 产 %) -但 是 , 韩 氏 在 上 引 蔬 中 : 驯 来 划 其 现 点 进行 论证 . 师 

成 等 作 了 - 些 闪 证 .列举 了 元 朝 殿 附 鸭 恢复 和 发 展 农业 采取 的 一 些 措施 { 如 

证 置 劲 家 机 构 . 紫 天 项 芒 .大 力 电 轩 、 兴 术 水 利 . 栈 免 租税 等 1), 并 分 析 了 元 伐 

三 太 宜 书 所 迟 现 的 技术 成 就 .但 是 他 井 未 指出 这 些 措施 的 实行 情 岂 如何 ,也 

未 说 明 这 些 技 术 三 就 的 运用 情 关 如 何 ， 因此 我 们 很 惟 判 断 这 些 措 施 和 以 就 

对 社会 经 诗 产 生 的 作 肯 到 底 和 如 和 何 ， 

[23] 林 售 树 : 明 补 吴 中 地 区 社会 经 济 疏 而 初探 3 已 国 杆 与 陈云 平 太 时 中 新 编 各 ， 

92- -102 页. 

[3] 轰 立 硝 等 达 中 国 农业 科 技 发 展 刺 略 少 ,279.343 页。 

[4] “对 于 “唐宁 变革 " 论 . 十 他 我 所 检 的 最 和 全面 和 最 调 轧 的 批判 . 基 估 洋 正 虹 在 

《 唐 宋 灾 划 期 农业 社会 史 研 究 ? 中 的 批判 。 钨 于 人 在 dmradural Deepment 避 

Jipangnam， 站 2 8 给 中 , 则 对 " 明 清 迟 兴 " 论 进 行 了 批 兰 。 这 两 部 著作 部 是 

蜗 汪 南 地 区 为 中 心 的 。 有 美 讨 论 详 见 本 交 第 六 闻 。 



“十 清 停 带 ”， 那 各 14 世纪 的 转折 也 就 无 从 谈 起 了 式 

此 ,尽管 至 今 为 止 疝 未 见 有 专门 的 著作 对 此 “转折 ”问题 进 

行 系统 和 全 曾 的 分 析 ， 但 是 近年 来 的 许 才 研究 成 果 ， 从 不 同 

的 方面 对 前 述 的 “转折 ” 论 确 实 已 经 提出 了 有 力 挑 战 。 从 此 

意 尽 上 来 说 ，“ 转 折 ” 论 尽管 在 今天 的 中 国史 坛 上 仍 的 还 贞 

据 着 主流 见 解 的 地 人 位， 但 这 种 地 位 已 经 动摇 。 

蓝 于 上 述 情 帝 ， 对 “14 世纪 完 竟 是 否 中 国 社会 经 济 遇 

上 的 转折 时 期 ” 作 一 个 专门 的 研究 ， 极 有 必要 。 本 文 就 是 一 

个 在 这 方面 的 尝试 。 在 讨论 展开 以 前 ， 需 做 出 以 下 说 明 ; 

(一 ) 本 文 考察 的 时 期 ， 蛙 自 来 未 至 明 初 ， 亦 即 13 措 

纪 和 14 世 纪 。 在 主张 “转折 ” 论 的 学 者 中 间 ， 虽 然 有 一 些 

学 者 和 统 地 说 这 个 “转折 ”发 生存 44 世纪， 但 更 多 的 学 者 

认为 此 “转折 ” 始 于 13 世纪 而 终于 14 世纪 中 期 或 15 世纪 

初期 ， 我 认为 : 如 果 直 有 这 人 么 一 个 转折 的 话 ， 它 应 当 最 可 能 

发 牛 在 元 代 或 元 代 太 蔷 前 后 数 十 年 。 元 代 在 中 国内 中 上 确实 

是 一 个 比较 特殊 的 丽 代 ， 而 元 代 所 发 生 的 变化 并 不 仅 限 于 

1 性 纪 ， 上 此外， 在 江南 以 往 一 皇 余 年 的 历 中 中 ， 元 代 所 遗 

留 下 来 的 号 料 数量 最 少 ， 而 末末 与 明 初 商人 个 时 期 的 中 料 情况 

相对 要 好 一 些 。 为 了 更 好 地 观察 发 生 在 元 代 的 经 济 变化 ， 把 

考察 的 时 间 范 围 延 伸 到 宋 末 和 明 初 .这 从 宝 料 的 角度 来 说 也 

是 一 个 合理 的 和 做法。 正四 如 此 ， 本文 将 有 关 观 点 合 称 为 

“13、14 世纪 转折 ” 论 。 

{ 一 )》 本 文 考 察 的 地 区 ， 限 定 王 “江南 ”。 江南 本 是 一 

个 界 根 不 其 明确 而 且 不 上 断 变化 的 地 理 概 念 ， 但 是 我 在 过 去 的 

文章 中 已 对 其 作 了 界定 。 并 说 明了 作 此 界定 的 理由 111。 据 

此 界定 ， 本 文中 的 “江南 ”地 区 ， 包 括 明 清 的 苏 、 松 、 洁 、 

1L1 李 们 重 交 简 论 “江南 地 区 "的 界定 宁 居 村 拉 附录 )。 

碳 矶 二 本 一 亚 

J「 纪 办 政 库 Wi 5 省 壤 



gi) 浊 学 阴 副 行 盖 耻 东风 

1 和 本 不 上 一 

镇 . 宁 、 杭 、 亮 、 讲 八 府 ， 大 性 相 当 上 上 彰 宋 的 浙 西 路 地 区 ， 

尽管 唐宁 的 浙 画 包括 了 不 在 上 述 八 府 之 列 的 产 州 ， 而 呈 床 代 

的 浙 西 也 不 包括 江宁 - 之 所 以 挑选 这 个 地 区 加 以 考察 ， 主 要 

是 因为 这 个 地 区 在 中 国 经 济 史 的 研究 中 占有 一 种 特殊 的 地 

位 。 事实 上， 以 往 关 于 近 生 年 来 中 国 社会 经 济 虫 的 许多 重大 

结论 《例如 “ 唐 宋 变革 ” 论 和 “ 明 铺 停 滑 ” 论 ) ,都 主要 是 

从 对 这 一 中 区 社会 经 济 变化 的 研究 而 得 山 来 的 。 因 此 ， 太 江 

南 为 考察 的 地 区 而 对 “转折 ” 诊 做 出 的 批判 ， 也 无 疑 具 有 更 

大 的 意义 。 

(一 ) 本 文 考察 的 主要 对 象 ， 是 朱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的 

变化 。 尽 管 “13、14 世纪 转折 ”诊所 说 的 “转折 ”和 包 揪 了 了 

广泛 的 内 容 , 但 13、14 世纪 的 江南 毫 无 恬 义 是 一 个 农业 社 

会 ， 而 在 - -个 农业 社会 中 ， 胡 业 的 变 代 万 是 作 何 社会 经济 重 

大 变化 的 基础 。 上 钢丝 众 农业 的 变化 来 看 是 和 否 有 社会 经 济 的 

“转折 ”， 上 应 是 很 合 平时 辑 的 。 由 于 农业 的 变化 以 主要 后 产 

刻 夫 一 一 人 人口、 耕地 和 技术 一 一 的 变化 为 基础 ， 因 此 我 们 首 

先 必 须 了 解 江南 农业 的 这 些 要 塞 在 此 时 期 中 发 生 了 作 么 亦 

化 ， 然 后 进而 考察 胡 民 的 经 营 方 式 发 生 了 什么 变化 。 而 在 对 

农民 的 经 营 方式 变 化 的 考察 中 ， 探 讨 的 重 氮 是 农民 的 经 营 规 

模 和 调 产 最 这 珊 个 最 重要 的 方面 。 最 后 ， 再 看 姓 上 述 这 些 变 

化 具有 和 什么 特点 和 性 质 。 为 此 ， 我 将 把 这 一 时 期 江南 穴 业 发 

生 的 主要 变化 ， 与 唐 宋 和 明 清 两 个 时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的 长 期 

变化 相 比 较 ， 看 看 它们 是 否 朝 着 同一 方向 ”变化 的 速度 是 否 

有 很 大 不 同 ? 很 明星， 如果 不 是 朝 着 同一 方向 、 或 者 变化 速 

度 大 不 相同 的 话 . 那么 我 们 有 理由 将 这 一 时 期 神 为 一 个 “ 转 

扩 ” 的 时 期 。 但 是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的 话 ， 自 然 也 区 没有 什么 

“转折 ”可 言 丁 。 



二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的 人 口 变 化 

尽管 :向 很 少 有 人 对 宋 末 至 了 明 初 江南 人 口 与 耕 志 的 此 化 

进行 专门 的 研究 ， 但 是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， 在 以 往 的 中 国 经 济 中 

研究 中 ， 这 个 时 期 那 被 说 成 基 一 个 “人 互 压 力 ” 严 重 的 时 

期 例如， 人 情 宗 文 认 为 早 在 南宋 初期 的 江南 ， 由 于 大 口 过 于 

密集 ， 人 入口 无 法 被 全 部 吸收 进 人 城乡 经 济 中 ， 特 别 旦 “ 嘛 约 

程度 有 限 的 农业 经 痢 ，…… 无 法 将 大 批 人 流 晚 吸 奖 尽 ”， 因 

此 就 已 存在 大 量 的 “过 笠 人 11”10。 订 上 遍 基 认为 南宋 浙 西 

“地 小 大 密 ， 人 大口 压力 很 严重 ”121。 从 翰 理 则 认 为 在 江南 

《江苏 、 渐 江 和 江西 三 0 ， “稠密 人 口 所 造成 的 巨大 压 

力 ， 在 整个 明代 始终 存 开 ” 

这 种 看 法 的 基础 是 江南 人 口 增 加 过 速 ， 使 得 人 光 耕 也 数 

量 急剧 减少 ， 例 如 梁 庚 落 说 …… 汉 南宋 中 期 ， 闽 、 浙 地 区 耕地 

的 增加 已 经 达到 极限 ，…… 耕地 增加 率 显 然 无 法 超过 户口 增 

加 率 ”, 因此 “耕地 疙 数 不 足 供养 户口 剖 数 "上 。 治 使 说 :南宁 

时 期 的 和 其 新 路 ,“ 人 允 地 少 的 庆 盾 扩大 了 ”[54。 范 金 民 与 夏 绯 

中 说 :“ 较 之 前 代 , 明 初 苏州 地 区 的 天 均 , 户 均 耕 地 数 都 在 下 

降 ” ,因而 “已 存 在 着 人 雪 地 少 的 巴 盾 "161。 而 从 得 和 理 在 总 结 江 

111 人 情 宗 京 : 实 伐 昔 市 铺 研 站 #,315 珊 。 

[2] 梁 广 识 : 南 宋 的 农村 如 久 $.17 页 。 

[31 从 戎 香雪 认 明 代 江 南 地 区 的 人 口 密度 性 其 对 经 镜 汰 展 的 脱 啊 ?》- 

14] 座席 其: 南宋 的 在 村 缀 六 ?.9.109 页 - 

[5 吝 挟 : 案 代 经 济 史 .73.1378 页 。 

[651 范 金 民 与 章 维 中 过 基 州 地 区 六 会 经 济 史 久 明 清 卷 .63 页 。 

27 各 

并 事 本 落 夺 十 5 品 冲 吉 



【 0saT 一 人 7Z1 1 了 学 类 澡 妆 水 此 峭 

南 长 期 大 口 变 化 趟 过 时 则 说 : 唐 宋 时 期 江南 人 口 的 增长 ， 已 

“接近 当时 生产 方式 发 展 所 能 穿 许 的 妇 “到 了 宋代 后 期 ， 

无 其 是 元 代 以 后 ， 持 续 上 和 开 的 人 口 与 生产 力 发 展 处 相 一 和 致 的 

状况 就 日 超 明 显 ”, 无 论 从 何 种 标准 来 看 , 明代 江南 大 部 分 地 

区 的 夭 地 “都 不 亏 稠 密 人 口 的 需要 "11。 

然而 ,情况 是 香 真 的 如 此 ,还 须 进 行 认 真 的 讨论 。 

一) 南宋 、 元 和 明 初 江南 的 人 口 数量 

宋 未 至 册 初 江南 历史 于 人 的 普遍 印象 之 一 ， 是 在 此 时 

期 中 ， 由 于 发 生 了 宋 元 对 峙 元 军 征 服 ， 元 朝 暴 政 ， 元 末 

战争 、 明 初 强制 性 移民 等 … 系 列 事 件 ， 江 南 人 口 遭 爱 了 

颇 大 的 损失 。 这 种 观点 也 得 到 人 口 史 研 究 方 面 最 新 成 果 

的 支持 。 鲁 如 曹 树 基 出 : 蒙古 人 从 北 方 草原 带 来 的 鼠 

疫 ， 导 到 了 中 国内 地 大 厅 的 巨大 损 拓 ， 四 川 人 口 死 亡 殖 

尽 ， 央 广大 口 也 病死 夫 半 。 江 南 的 情况 虽然 曹 氏 未 提 

用， 不 过 肯定 也 未 能 幸免 于 这 场 肆 虐 欧 亚 大 陆 的 可 怕 瘤 

疫 。 丈 朝 统 一 后 ， 各 种 传染 病 仍 然 多 次 大 范围 流行 。 其 

中 与 江南 有 基 者 ， 有 发 生 寺 1308 年 、1333 年 、1360 年 、 

1362 年 的 几 次 ， 有 的 引起 了 大 量 死 亡 L21。 此 外 ， 元 代 江 

南 还 经 常 发 生 严 重 的 水 旱 次 害 031， 对 于 人 人口 变化 世 有 相 

111 欠 芥 再 区 论 是 伐 谍 和 商 地 区 欧 上 大 口 密度 受 其 对 轻 请 仿 爵 的 影响 》 

[2z] 覃 树 苦 :长 地 理 环 境 与 率 元 时 代 的 传 训 病 ?。 重 氏 认 为 1308 年 闸 糙 发 生 在 姑 

兴 . 庆 元 ,台州 , 亿 据 & 元 史 3 苍 二 十 二 武宗 纪 ,此 窟 并 疫 发 生 于 江 几 车 一 出处 

述 记 载 ,在 此 次 " 病 首 大 作 " 中 必死 者 相 本 藉 , 人 区 伙 其 于. 夫 罕 其 考 ., 虹 声 霸 野 ， 

有 不 各 并 

131 全 如 导 和 于 1303 .1308 .1329 .1334 .1337 .1344 年 的 灾 青 , 埋 模 都 睛 大 。 



当 太 影响 t。 这 些 马尔 陕 斯 的 “积极 制衡 ”特别 集中 地 发 牛 

在 14 世纪 中 期 ， 据 时 大 所 记 ，“ 自 兵 兴 以 来 ， 生 民 之 难 极 

侨 。 以 江南 言 之 ， 钒 似 冲 疼 无 岁 无 之 ”; “江南 盗 窟 充斥 ， 

人 民 死 兵 莉 十 世上。”0 到 了 明 初 ， 虽 然 战 想 人 停止， 瘟疫 

也 不 骨 见 疲 行 ， 但 是 水 早 灾害 的 发 生 似 乎 更 加 频繁 0] 。 

然而 ， 上 述 马 尔 萨 斯 的 “积极 制衡 ”对 和 估 口 变化 的 影 

啊 ， 动 似乎 并 不 像 : 般 想 像 中 的 那么 大 。 例 如， 元 军 攻占 中 

南 时 ， 由 于 蒙 占 人 原 有 的 导 杀 政策 已 经 改变 ， 所 以 江南 人 口 

损 先 较 少 [41。 而 在 元 天 宋 至 红 巾 军 起 交 之 前 【1279 一 1351 

年 ) 的 七 二 余年 中 ， 江 南 因 战 乱 而 死 了 的 人 口 可 以 说 微 平 其 

徽 :51， 在 此 时 期 中 . 尽管 政治 诊 败 ， 人 是 也 疝 称 “ 盛 

直 ”， 所 以 施 于 暴政 的 人 数 ， 看 来 也 不 会 很 铬 161， 癌 疯 和 

[I1 请 如 在 1307 年 的 尖 苇 中 ,起 民 死 者 哆 尽 ., 人 人 相 食 以 图 肯 宏 "( 再 术 这 亲 居 

录 3)， 疝 .起 饥 疫 ,名 肯 横 藉 " 5 江 遇 水 把 村 涡 镶 ? 沧 只 《王公 蒜 志 钞 31， 这 下 

宏 幕 还 造 虞 大 量 的 流 珊 . 直 和 1308 诈 ， 在 江 新 行 省 管内 的 流民 仍 有 130 未 万 

捕 之 索 纪元 史 》 郑 二 十 二 武宗 纪 )，1329 和 风灾 草 , 也 站 江 南 的 带 州 . 慎 江 , 淮 

州 . 江 阴 . 建 康 以 有 相 部 的 池州 . 广 知 .宁国 .水 平 . 庆 元 造成 山寺 万 户 的 饥民 

{ 芝 元 网 和 卷 二 二 三立 宗 纪 -1。1334 年 和 1337 年 的 究 斋 ,也 在 江 新 分 别 造 成 了 

59 轴 户 和 得 已 户 的 饥民 慌 元 史 ? 状 二 上 上 从 凑 帝 名 一 . 状 三 十 九 硕 而 记 二 ) 

「21 宋 禧 :5 商 庆 和 集 3 敢于 《永乐 去 典 ? 卷 二 五 三 上 1 于 逢 坟 枯 尝 桌 》 卷 四 YY 该 月 节 

妇 巷 放 。、 引 文中 的 “江南 ", 指 的 是 元 立 江 新 乞 省 ,范围 出 玫 立 中 所 说 的 江南 更 

大 。 

[3] 例 嫩 入 况 东 州 一 府 而 言 , 猴 武 一 邮 11368 一 1398 年 ) 有 记录 的 水 早 表 就 达 13 

殉 之 缕 ! 见 诗 元 榨 :* 轩 清 苏 州 农 村 经 济 完 料 》 ,283 一 284 页 ) 

14] 上 药 到 座 :中 国人 口 发 展 史 ,213--218.222 页 。 

1s1 大 阅 史 卫 民 :# 元 代 社 会 生活 中 #, 264 现 。 虫 氏 言 在 几 时 期 中 ,从 国 轼 感 乱 而 

死 之 具 上 大豆 录 。 而 江南 在 此 时 期 中 差 平 龙 没有 受到 战火 许 唤 ,所 以 可 以 说 

几 平 无 上 开 于 战 剧 。 

16] 元 册 这 际 的 江 有 南京 大 叶子 奇 说 ;“ 元 朝 自 世相 混 -之 后 ， 大 下 洪 半 者 点 蕊 年 ， 

轻 刑 萍 赋 , 兵 革 至 用 . 生 者 有 厘 , 计 者 有 昔 , 行 旅 万 里 , 模 洛 如 守 , 诚 所 谓 盛 

笑 。"({ 叶 于 商 灵 昔 本 子 # 郑 三 上 亮 遂 篇 ?他 的 这 种 说 法 ,表现 了 当时 江南 人 虐 

对 元 朝 统 冶 的 曾 鱼 性 评 协 :， 站 这 种 统 洛 下 ,由 "人 所 " 引 起 的 邢 切 肯定 不 可 能 

很 部- 

下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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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早 实 害 碑 实 引起 了 相当 数量 的 大 口 损 先 ， 不 过 因此 而 致 

的 死亡 府中 否 会 高 于 南宁 时 期 或 明代 末期 的 相应 死亡 闪 则 

很 难说 LU。 因此 之 故 , 在 元 代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,江南 人 口 基 

本 上 是 在 稳 落 增长 。 丘 树 森 和 王 题 已 指出 元 代 江 新 等 南宋 

故地 出 现 了 程度 不 等 的 大口 增长 !2, 而 葛 人 到 雄 也 认为 江 贞 发 

达 地 区 人 口 在 增长 ,尽管 幅度 不 可 能 大大 [31。 从 全 国米 在 ,人 

吕 的 增长 一 直 维 持 到 1340 年 代 初 期 !141]。 至 于 江南 -由 于 较 少 

战乱 灾害 ,这 个 增长 还 会 持续 等 更 长 些 , 可 能 … 直 到 1351 秆 

红 巾 罕 超 文 之 前 。 当然， 这 个 增长 并 不 是 直线 上 升 ， 上 面 是 一 

种 有 波动 的 增长 11。 无 代 政 府 曾 根据 地 方 人 口 的 才 少 ， 数 

[3 南 索 鸣 代 .江浙 : 带 索 次 爆 败 大 规 榜 的 扰 来 病 : 存 整个 江 新 地 区 , 狂 症 大 二 横 

流行 至 少 发 千 讨 扣 次 。 而 在 昼 州 ,由 于 记录 比 匀 完 全 ,癌症 流行 的 次 刍 钳 这: 

算 在 HI46- 421 年间 .就 过 15, 布 且 时 间 越 是 征 后 , 疫 疫 发 生 则 认 也 趣 商 ， 

死亡 人 孝 也 越 放 .在 1195 一 1211 年 的 16 年 中 ,于 然 爆 岩 再 了 你 之 务 ,而 册 最 后 3 

深部 引起 太 量 计 广 { 芒 树 基 ,地理 环 境 与 宋 元 时 代 的 忧 隐 病 %)。 而 明代 中 国 

有 记载 的 瘟疫 疫 行 中 最 严重 的 遇 殉 (15856 一 15 勋 .1639 一 1644) ,江南 均 示 能 幸 

全 (Mark 下 Im， 3 Puariern oj the kiniesp Pear 3tl 页 1)。 特别 是 1639 一 - 1644 秆 的 

屠 交 瘟 疫 的 支流 行 , 在 江南 引起 丁 大量 的 死亡 。 从 目 刷 者 所 朝 下 的 记 广 【 如 

才 这 民 南 蔓 纪事 ?等 1 来 看 .这 该 瘟 间 之 严重 ,似乎 狼 有 了 旦 次 瑟 代 江南 的 疝 站 能 

餐 必 比 ， 

「2j 丘 树 森 与 工 通 :上 6 伐 户 H 刍 说 3#。 

13j 葛 记 雄 尺 中 国 上 口 败 展 史 ,2z22 由， 

14| 后 树 森 和 干 通 汪 为 元 代 京 际 估 口 筑 委 的 年 份 是 "大 栅 11297 一 -1307 千本 ”或 

“至 正 11341 一 136 宫 证 ) 拓 代 斤 炳 森 导 玉带 :元 代 二 日 刍 现 》}o 人 大 德 末 和 至 

止 初 这 动 个 年 伐 相 蔷 二 二 寿 年 . 击 雹 胃 统 入 趟 过 从 十 余年 -因此 于 .于 一 氏 所 

直 的 叶 条 实在 过 于 模 笛 ， 竟 伸 座 认 为 应 是 至 正 初 【世人 鹿 蜂 : 二 国 上 中 败 展 

出 亲 .2 霸 席 )， 丈 战 过 ， 

151 :个 袁 而 这 种 波动 性 成 民 的 例子 是 秆 江 了 路。 据 至 硕 # 针 江 志 # 芍 三 户口 ， 至 来 

嘉定 问 .所 皇 检 于 , 击 户 口 之 党 . 视 前 代为 最 。 北 南 各 -: 草 群 实 先 内 附 . 兵 

不 生机 ,中 不 轻 芋 ， 胡 至 元 虚 宽 糊 志 之 数 , 与 豆 定 等 . 大 德 享 丑 (1301 征 ) 秋 七 

及, 刚 克 皮 作 , 诸 泪 要 流 。 厥 后 丁 未 !1295 年 ) 泪 无 历 乙 叫 {113329 年) 二 纪 之 间 ， 

机 人 异 藤 型 ,死亡 转生 ,在 在 有 之 .四 念 寓 些 ,上 师 为 相伴 比 年 以 米 , 生 事 狂 育 , 盖 

息 旧 更 疾 " -下 见 在 至 网 (1330 一 133 了 2 年 ) 柑 志 以 前 ,虽然 出 现 过 二 密 因 和 月 并 兴 

岩 引 起 的 大 口 较 少 ,古寺 都 是 重 暂 的 , 白 堆 多 党 过 寺 立 后 祖 刁 就 恢复 子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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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 调 整 行政 单位 ， 将 人 五 较 骆 的 县 升 为 州 ， 或 将 下 州 升 为 中 

州 ， 中 州 升 为 上 州 。 在 1295 年 的 调整 中 ,海宁 ， 长 兴 、 尝 

德 . 芋 山 、 兵 江 .嘉和 证 .宜兴 .无锡 都 被 升 为 中 州 。 而 按 此 时 的 

规定 ， 有 户 4 万 到 于 万 者 为 上 上 州 ,了 万 和 1 万 者 为 中 州 1。 

只 有 在 元 末 战 乱 中 ,和 江南 所 唱 受 的 人 口 损 失 较 大 ,可 能 超过 元 

天 来 时 的 人 口 损失 - 斯 疲 六 信使 用 多 种 地 方志 和 其 他 资料 ， 

矢 出 这 一 时 期 江南 人 FI 数字 如 下 ! 表 1): 

表 1 单位 ;人 

元 曲 宴 
【1290) [1390 年 代 ) 

1647000 2328000 2454000 

1956000 806000 
1133000 822000 
【497000) 4346000 

硬 000 

1003000 

据 斯 臣 义 售 六 未 代 江 南 竹 洲 中 四 研究 9146 页 夫 4 中 所 给 的 各 州 府 面积 与 人 

口 密度 计算 得 出 。 

* 包括 明 稍 的 举 兴 本 松江 两 府 。 

以 上 数字 所 反映 出 来 的 情况 ， 有 些 与 当时 上 压 生 的 事件 相 

符 (如 杭州 在 元 末 死 人 极 密 ), 但 有 的 则 明显 相 迟 (如 江宁 元 末 

大 口 损失 微 钞 , 明 初 又 为 国都 所 在 ,大口 肯定 多 于 匹 代 )}。 但 最 

值得 注意 的 ,是 元 明之 际 的 人 口 变 化 。 

互 树 森 与 王 通 估 计 元 林 江 新 、 江 西湖 广东 部 .河南 西部 

的 人 口 损 失 高 达 人 口 总 数 的 275 1434。 得 葛 剑 雄 已 指出 打 、 王 

二 氏 对 元 代 后 期 人 口 的 估计 缺乏 依据 ! . 因此 他 们 关于 元 末 

[1 栖 红 桂 :二 兄 伐 地 方 栈 府 $,105 页 。 

[2 撕 树 闲 与 上 沽 : 关 元 代 户 中 刍 访 训 ， 

[3] 莫 人 高 雄 交 中 同门 发 展 中 ,220- 222 页 ， 

四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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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中 8 一 -05 1 有 对 遇 可 了 疝 扣 下 药 峭 

天 喇 横 和 的 苦 计 也 有 问题 。 江 南 在 此 期 间 人 口 的 实际 搬 失 ， 

从 元 代 与 妇 初 的 官方 人 口 统计 数字 来 看 ， 大 纺 汶 元 代 人 口 的 

【df 枯 2] 和 

苏州 [了 江 ) 2433700 2355030 
员 1965S>* 1219937 
13201 8 各 155 

一 

5 全 和 4 二 和 中 3223383 
一 一 -一 -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

应 天 ! 集 估 ) 1072690 1193620 

4 20567 
2245742 1112331 

427517259 810244 

11502674 8709415 

死 代 数字 出 于 胸中 》 汗 工 二 内 至 六 十 一 地 埋 志 ; 明 柯 数字 出 于 万 万 人 大 朋 合 

典 $ 凑 十 七 户 部 有 康 让 《& 断 汗 通 志 3 郑 十 四 户口 。 参 阅 梁 地 促 亲 中 国 历代 人 口 .了 

地 . 旧 赋 统计 ,181 - 182 亚 ; 从 得 理 这 洛 明 找 江南 地 区 的 人 口 韦 庶 及 其 对 经 济 

发 展 的 影响 》。 

* 包括 元 代 的 江阴 州 。 

** 用 户 数 绞 以 5 而 得 出 ， 

其 江南 在 匹 林 明 禄 所 发 生 的 事件 对 人 口 的 影响 来 看 ， 江 南 在 

这 一 时 期 蒙受 了 站 大 的 人 品 损 失 ,但 不 可 能 达到 丘 . 王 二 氏 抽 

说 的 275 或 表 2 所 显示 的 174 之 密 。 

江南 在 1355 年 以 前 滑 称 安定 01。 到 了 这 - -年 ,张士诚 自 

高 邮 进 军 江 南 .未 遭 元 军 抵 抗 ， 号 不 发 矢 , 剑 不 接 丸 "地 占领 

了 苏州 31。 张 氏 随 后 以 此 为 根据 地 ,逐步 肃清 其 他 割据 势力 ， 

建立 " 东 吴 "政权 。 而 也 是 在 同一 年 , 朱 元 琼 占 领 了 江南 西部 ， 

[11 困 多 树 :5 明 初 丘 中 地 区 社会 经 和 济 牧 况 霹 探 和 

「21 聊 休 侈 :南村 辕 糙 冰 # 桨 -上 上 丸 “ 纪 陆 平 ”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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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 了 “ 西 匡 "政权 。 作 为 这 - :地 区 最 强大 的 张 . 朱 两 大军 事 

力量 ,都 上 注 意 争 取 民 心 , 甚 灶 有 北 杀 平民 之 举 。 无 袁 在 江南 

残余 势力 一 一 杨 完 者 的 苗 军 . 在 嘉兴 .松江 一 带 小 杀 无 , 但 

不 人 义 即 被 张士诚 请 赤 , 而 张 上 诚 又 于 136?7 年 被 朱元璋 消灭 。 

在 1355 一 1367 年 的 12 年 中 , 嘉兴、 松江 . 杭州 等 地 蒙 爱 了 严 

重 硫 坏 ,但 是 最 强大 的 张 、. 朱 两 大 军事 集团 “大 小 百 作 上 毕 在 

常州 长兴. 江 阳 之 琳 ” 5, 即 战 斗 主 要 发 生 在 江南 平原 的 是 

于 地 带 ， 而 且 ,在 这 些 战斗 中 ,除了 潮州 ,常州 之 战 外 ,其 余 战 

役 并 不 激烈 , 不 必 地 方 基 至 是 相 战 而 降 1。 和 芷 江南 的 核心 地 

区 一 一 苏州 一 带 ， 在 1367 年 一 直 未 经 战火 .1367 年 朱军 围困 

基 州 达 9 个 月 之 久 ， 但 最 后 张 氏 仍然 以 “ 救 一 城 人 命 ” 为 

合 ，“ 全 焉 归 附 ， 苏 人 不 受 兵 世 之 苦 ”[31。 而 朱军 纪律 严 

明 ， 玫 克 苏 州 而 " 吴 人 大安 姥 如 故 " 141。 至 于 明 初 强制 性 迁移 沁 

南 居 民 到 外 地 ,主要 涉及 少数 窗 紧 之 家 ,实际 迁 出 人 数 并 不 很 

多 11， 总 的 来 说 , 14 世纪 后 期 江南 的 人 口 总 数 ,即使 比 14 世 

纪 前 期 有 减少 , 善 生 也 雇 不 会 很 大 。 

邢 各 ,这 个 损失 大 概 是 多少 呢 ? 这 里 ,我 们 将 表 1 中 三 个 时 

期 数字 都 齐 的 苏州 .杭州 .江宁 三 地 的 人 呆 相 加 ( 江 宇明 初 人 口 

数学 依照 表 1 调整 ) ,得 到 表 3 所 示 结 果 。 

据 此 ， 则 明 初 江南 人 口 约 为 元 代 的 90% ， 而 为 南宋 的 

113 侣 ， 这 个 比例 ,我 们 党 得 比 良 面 的 那些 知 计 更 接近 实际 情 

况 ， 姐 用 表 2 中 的 元 代 常 州 和 明代 嘉兴 (包括 松江 ) 数 字 补 人 

表 1, 则 相 得 表 4 所 未 结果 。 

[11 支 候 成 过 居于 张士诚 载 记 3 玖 必 虑 吴 王 缸 撕 狂 域 开 》。 

[3231 林业 树 芭 明 初 号 中 考区 社会 经 请 技 耽 初探? 

131 柯 开 这 和 名山 蕊 ?着 四 二 四 《天 慢 电 #: 帘 将 明志 野 记 # 卷 一 ， 

[4] 和 去 胃 员 和 状 一 一 工 迭 达 司 - 

[5 机 全 树 : 明 万 兄 中 各 此 社会 六 让 状 职 审 探 证。 

_「 尝 夫 骂 禾 际 且 ,ET 过 双 

iu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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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和 一 0 骨 洒 缉 和 到 着 部 融 间 册 

南宋 元 册 初 
{ 1199 一 1279) {1290) 

] 在 汪 7 吕 0 23284XIO 2435401 

] 95 看 们 D ] 700 

与 状 员 怕 门 身 1133000 119400H 

表 4 单 伺 :人 

苏 2328000 
工 吕 和 生生 站 ] 人 780D0D 

1133000 蝇 了 和 站 和 

436009 
758000 

2332000 
币 放 1003000 

8884000 
+ 嘉兴 包括 朋 清 秀 襄 兴 与 松江 两 府 ， 

表 4 中 明 初 人 大口 约 为 元 找 的 妓 骂 ， 比 表 3 中 的 相应 出 

例 89 入 ) 低 一 些 。 比 较 保 险 的 估计 ， 应 当 是 明 初 人 口 比 元 

代 后 期 盛 时 大 约 少 了 1710 或 略 才 于 1710。 从 ， 鼎 表 3 和 表 

4， 元 代 江 南 总 人 大口 可 能 在 1000 万 左右 ， 明 初 在 900 万 左 

右 ， 而 南宋 后期 则 在 800 万 左右 。 在 这 三 个 数字 中 ， 明 初 者 

字 的 可 堤 程 度 较 高 ， 元 代 其 次 ， 而 宋 来 则 较 善 。 傅 宗 立 估计 

11 世纪 后 期 【1068 一 1085 年 ) 江南 人 口 最 和 多时， 总 数 约 为 

600 万 00， 根据 宋代 官方 统计 数字 ， 在 1080 一 1223 年 间 ， 

束 个 两 浙 路 的 户 数 增加 了 21 人 名 ， 口 数 增加 了 站 驶 [31。 而 用 

111 二 守 玄 交 宋 和 代 章 市 锦 研 疤 》$.125 页 。 

[2 沐 方 独 过 中 国 艳 代 具 口 .上 地 . 辆 同 统计 $,151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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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氏 的 估计 和 我 们 的 估计 作 比 较 ， 这 一 时 期 江南 的 大 喇 增 如 

了 173。 江南 { 即 新 西 ) 是 行 在 所 在 ,入口 增加 司 度 大 于 浙 朱 此 

两 新 总 数 ,也 是 全 平 情理 的 。 由 此 击 言 ,我 们 对 南宋 后 期 江南 

入口 的 估计 ,看 来 并 采 超 山 实 际 太 远 ， 当然 , 正 旭 人 和 何 炳 杯 已 指 

测 的 那样 , 南 来 至 明 初 的 人 下方 人 上 数字 并 不 可 依 0, 因此 我 

人 也 不 能 过 志 地 优 赖 这 些 数字 。 不 过 ， 企 巷 到 其 他 站 料 的 情 

癌 上 .我 们 还 是 不 得 不 把 这 些 数 于 作为 参考 。 

二 )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人 已 变 化 的 地 域 趋 扫 

下 面 ， 我 们 还 糙 对 来 未 至 明 补 官方 人 口 统计 数字 所 体现 

由 来 的 地 域 变 化 趋势 进行 分 析 。 最 足以 表现 这 :和 赵 执 的， 是 

斯 波兰 信 根 据 才 种 来 源 的 官 谨 人 口 煞 下 所 制 成 宁 末 至 明 初 和 

南 各 地 人 口 密 度 胡 .区 将 此 表 照 录 于 下 ( 表 5) : 

单位 :大 7 平方 公里 

南宋 孝 明和 祝 
| 93 一 127 多 ) 11390 年 代 } 

据 斯 波 蓝 信 并 术 代 江南 经 六 中信 研究 》,146 页 去 4。 

* 也 括 明 清 的 嘉兴 与 松江 两 府 。 

e+ 四 斯 波 细 情 :8 宁 代 和 氏 南 经 入 史 态 研 知 》 ,146 页 表 4 中 面积 与 二 文才 ] 

中 人 机 数字 计算 得 出 。 

**s= 原 洒 116 人 人 。 起 据 去 2 与 圳 3 中 有 基数 字 改 为 导数 宁 。 

1 41 Pim 攻 ti :St 竟 ， 

35 局 

上 导 可 小 了 i ED 齐 者 



【 05 一 08T 有 闭关 到 站 训 开 沸 而 

从 这 些 数字 可 以 看 到 : 自 南 党 末 至 明 初 ， 苏 州 和 江宁 的 

人 口 一 直 在 稿 步 上 升 . 杭州 、 镇 江 的 人 口 则 在 稳步 下 降 。 此 

外 ， 自 匹 至 明 初 .嘉兴 的 人 大口 略 有 1 上升 ， 而 常州 、 湖 州 的 人 

口 则 在 下 降 ,， 这 个 变化 趋势 表 殉 了 : (一 ) 这 - :时 期 江南 的 

上 口 增加 ， 主 要 集中 在 东部 低 团 地带 的 苏州 和 嘉兴 【明代 之 

苏州 、 松 江 、 嘉 兴 三 府 及 太 人 台州 ) ， 而 人 口 减 少 则 主要 是 发 

生 在 位 处 江南 西部 和 北部 高 妨 地 带 的 各 州 府 、 作 为 这 -变化 

的 杀 果 ， 到 子 明 初 ， 江 南大 [1 的 重心 已 从 西部 和 北部 转移 到 

东部 ; (一 )》 江南 人 大口 重心 的 转移， 主要 取决 于 地 方 经 济 的 

发 展 。 因 此 像 国 邦 这 样 的 到 都 市 在 或 不 在 江南 ， 并 未 对 这 -- 

时 项 江南 大口 变化 造 不 重大 影响 〈 例 如 元 代 杭 州 和 和 江宁 的 人 

口 并 不 才 南 宋 和 和 明 初 少许 和 多 ， 就 是 一 个 证 明 )。 扩 管用 官方 

大 [统计 数字 所 作 的 分 析 肯 定 与 实际 情况 有 所 出 人 ， 但 是 这 

些 数 字 所 性 斑 出 来 的 趋 菇 ， 与 对 更 次 一 组 地 区 所 作 的 分 析 所 

表现 出 来 的 趋势 县 一 致 的 01，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确信 : 这 一 时 

期 江南 大 口 变化 的 一 大 特点 ， 是 人 口 重 心 所 西部 和 北部 转移 

到 和 东部。 

因此 , 在 自 宋 末 至 明 初 的 一 个 半 世 纪 中 ， 省 南 的 总 人 

中 尽管 在 宋 末 、 元 末 两 个 时 期 (特别 是 后 :时 期 ) 曾 出 现 

较 太 的 波动, 但 是 总 的 来 说 处 于 相对 平稳 的 上 升 之 中 。 喝 

重要 的 是 ， 栗 此 时 期 中 ， 江 南大 口 的 重心 由 凸 部 和 北部 逐 

浙 转 称 到 了 东部 ， 这 预示 了 江南 农业 的 重心 可 能 也 随 之 发 

生 了 变化 。 

Fi 研 如 斯 该 划 傅 壬 于 潮州 的 研究 就 明白 地 显示 了 这 一 赵 势 :在 这 个 山地 和 平原 

皮 唤 普 由 一 半 的 地 区 ,南宁 全 州 芍 有 了 万 户 , 明 初 欧 22 万 户 ,所 增 的 1719 

在 南宋 , 湖州 东部 匈 田 地 贡 有 西部 商 田地 带 各 有 全 州 六 数 的 -一半 ;但 十 在 明 

白 革 部 户 散 却 已 占 了 全 州 彤 整 占 各 骂 ， 而 西部 户 数 则 下 降 到 30 名 【 扬 波 贰 

信 尽 守 代 江南 轩 议 中研 究 》 ,382 一 386 页 。 



(三 ) 农 村 人 口 数 量 估计 

从 更 有 的 - - 些 户口 记载 来 看 ， 南 宋 后 期 江 击 的 城市 化 水 

乎 做 乎 相当 她 高。 何如 坊 郭 户 数 在 总 户 数 中 的 比重 ， 咸 济 时 

的 临安 府 高 达 47.6% ,嘉定 时 的 入 徒 县 也 达 37.12 镶 1。 不 过 

这 些 孝 层 特 殊 的 例子 ,因为 终 南 宁 之 此 ,镇 江 和 建 康 者 一直 是 

国防 军事 重镇 【镇 江都 统 可 统 兵 47000 人 ， 建 康 都 统 可 统 兵 

50000 人 ) ， 城 市 人 日 很 大 一 部 分 的 生 诗 都 与 军 蕨 有 天 。 而 

在 怖 安 及 其 周围 .大约 有 替 军 ?一 10 方 人 、 末 兵 7000 余人 

和 官僚 4 一 和 万 人 。， 连 上 他 们 的 家 着 ， 总 数 还 要 多 得 雪 。 倘 

芷 除去 这 些 人 口 不 计 ， 这 些 城市 大 口 数 量 肯定 会 低 - 些 。 然 

而 纯 使 恕 此， 嘉定 时 镇 江 府 的 府 褒 身 徒 县 ， 坊 亏 户 总 烤 也 只 

有 8698 户 ，17 万 口 。 而 这 几乎 已 是 镇 江 全 府 的 坊 郭 户 人 人口 

《如 定 和 威 祥 时 的 镇 江 府 分 别 为 4.7 和 和 和.0 和 1 。、 建 康 

是 江南 促 次 于 本、 苏 的 大 城 ， 担 据 叶 梦 得 在 南宋 初 追 所， 

“ 语 平 时 . 民 之 籍 于 坊 郭 以 口 计 者 ,十 七 万 有 奇 , 流 富商 贩 族 

手 御 来 不 与 ……”"123]。 情 况 看 来 与 镇 江 相 差 不 很 大 。 事 实 上 ， 

即使 是 临安 的 城市 户 民 数 ， 也 不 像 塌 像 的 那么 志 。 一 : 般 认 为 

临安 威 市 居民 数量 在 3 万 户 、150 万 人 左右 ， 但 敢 酸 可 从 

贸 食 销售 和 消费 量 来 推测 ， 可 能 只 有 6 一 7 万 人 人 13 而 林 正 

秋 的 研究 也 表明 南宋 后 期 杭州 的 城市 人 口 ， 大 绝 为 124000 

户 ,60 余 万 口 岂 。 至 于 江南 -- 般 州 府 县 的 碱 市 人 呵 比 例 , 肯 定 

比 以 上 城市 要 低 得 多 ， 因 为 宋代 让 南 文献 极 少 说 到 江南 -- 般 

[il 域 闪 上 临安 志 》 耸 十 上 所 ,至 顾 《 镶 和 江 志 } 专 一 哺 口 。 

[2] 中 焚 得 & 嫂 摩 失 4 和 郑 四 5《 建 康 掩 艇 记 少 。 

1 了 | Mank 可 on， 7Re Pakern 轩 届 Togere Pa ij77 页 。 

14] 林 宇 秋 :f 南 来 移 宕 上 人口 》。 

3 了 7 夺 

本 本 bm 由 

了 [学 时 开 山庄 打 .81 证 运 



【DO581 一 的 8 沼 洁 了 复 到 着 一 池 沙 霄 

州 府 县 治 大 口袋 老 ， 而 当时 小 城镇 的 数量 也 很 有 限 。 些 外， 

芋 与 江南 毗邻 的 徽州 、 产 州 济 安 县 和 绍兴 府 和 几 县 ， 在 南宋 

后 期 坊 吝 户 的 比重 分 别 为 2.9 名 、7.1 入 和 3 了 .6 驶 , 坝 大 太 低 于 

10 台 。 即 使 是 妆 时 最 重要 的 海 外 贸易 中 心 大 元 府 的 府城 

邯 其 ,有 关 比 重 也 只 是 12.8 鲍 1 以 此 为 参照 ,除去 行 在 临 实 

府 外 , 南宋 来 期 江南 大 口 的 城市 化 水 平 登 们 不 会 超过 10 名。 

加 上 临安 府 , 算 正 的 城市 人 口 似 乎 也 难说 超过 15 怠 121。 在 元 

代 , 辟 管 临安 不 再 是 首都 ,位 是 从 表 4 可 见 , 沪 地 人 口 减 少 虽 

度 似 乎 并 不 很 太 651。 明 初 江南 城市 比 元 代 盛 时 妾 条 , 城市 人 

口 可 能 有 所 直 降 。 了 世 南 昂 成 为 首都 ， 层 在 一定 程 度 上 抵消 了 

这 种 下 降 - 总 之 ,由 于 史料 的 缺乏 ,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城市 化 水 

平 到 底 发 生 了 允 大 变化 ， 毛 难 知 晓 ， 但 是 区 仅 存 的 史料 来 分 

析 , 我 们 的 印象 是 在 此 时 期 , 江南 焉 市 化 水 平 可 能 略 有 下 降 ， 

但 科 度 轻微 。 

因此 之 故 , 宋 末 至 明 初 ,尽管 江南 的 人 口 和 城市 化 水 平 都 

有 -: 些 变化 , 但 都 不 很 大 , 而 且 经 过 相互 抵 销 , 农村 人 日 的 变 

化 似乎 更 小 。 这 意味 着 江南 的 农业 劳动 力 的 供给 ， 芷 这 个 时 

[]. 梁 康 项 巡 南 求 的 农村 径 济 ,7 一 10 页 表 1， 大 间 上 芷 登 商 交 宋 代 东 南 市 场 研 

郭 $ ,83 页 杰 2 一 5。 但 是 简 核 引 评 ,池上 关 于 填补 芋 的 户 数 月 训 ， 

[31 所 表 3 刑 表 4, 拒 代 江南 总 大 中 可 能 在 1000 万 讶 右 ,而 南 床 生 般 江南 总 上 站 

可 能 和 在 300 万 正 奋 ， 训 果 南 洲 ? 南城 由 化 求 平 为 15 中 , 那 各 城市 上 大王 总 数 应 

汐 120 万- 这 吕布 是 一 个 小 的 数 日 .男儿 ,我 在 念 请 册 . 李 中 请 等 的 亿 计 的 基 

而 上 ,推测 明示 江南 人 呵 城 市 化 本 平 大 约 光 15 皖 在 石 。 见 地 们 四 : 4grirndtarad 

站 metlopmemzg ia 捷 rmenan，1620 一 了 和 ,第 2 间 【 大 丙 丰 书 所 收 秆 二 葡文 章 芝 工 

业 盎 展 与 城市 变 尼 : 明 中 时 至 清 中 时 的 苏州 了?)， 明 林 讶 南 上 人口 城 市 化 的 永 平 

无 疑 高 十 以 前 ,因此 我 让 可 以 将 15 气 视 为 南宁 后 期 江天 和 钙 市 化 的 上 限 . 

[3] “ 南 朱 杭州 的 人 口中 ,城市 大 口 鼎 了 和 祖 夫 的 出 重 。 元 代 杭 州 人 口 世 比 南 案 畴 水 . 

可 见 城 市 人 口 恢 然 很 事 ， 泡 束 杭 州 中 慌 饼 证 十 分 之 六 七 ! 陶 宽 位 :结拜 录 》 卷 

上 “本 人 估计 礁 ")。 因 此 在 袁 3 和 志和 中 ,上 明 初 杭州 大 口 出 南 洲 布 元 本 尘 了 了 很 

多 .由 此 也 可 见 , 呈 全 杭 判 上 大 1 的 城市 化 水 平 与 南宋 相 荃 无几。 此 外 , 居 马 可 

症 轴 的 描述 中 我 们 也 梧 局 看 到 元 代 标 州 的 城市 人 日 之 闲 ,不 会 上 于 南宁 - 



期 中 变化 不 大 。 

三 “ 宋 未 至 明 初 江南 耕地 的 变化 

寿 地 的 释 化 ， 所 括 数量 和 上 归 项 蝎 方 面 的 变化 。 然 而 三 以 

往 对 于 宋 林 全 了 明 初 江南 耕地 的 研究 中 ,这 两 个 方面 (特别 是 后 

一 方面 ) 的 变化 , 均 未 受到 应 有 的 重视 。 

(一 ) 耕 地 数量 的 变化 

从 现存 的 忠 料 面 言 ， 证 南座 中 上 较为 吧 全 和 较为 可 靠 的 

官方 耕地 数字 , 应 当 首 推 明 初 数 字 。& 大 明 会 暴 》 中 保留 了 办 

南洋 个 时 (次 、 松 . 常 . 镇 .于 ) 的 洪武 一 十 六 年 统计 数 ,但 没有 

浙 疾 二 个 府 ( 杭 .嘉庆 ) 的 数字 ， 蓝 以 万 历时 这 一 个 府 的 数字 

补 之 ,得 表 6: 

_ 33845270 

4257500 
13229 中 

了 9 了 31 8 和 

据 毛 所 《 大 上 明 会 典 # 着 十 妃 及 土 , 康 怀 * 朵 江 通 志 # 效 十 二 田 土 。 

如 果 苏 南 五 个 府 也 采用 万 切 数 字 ， 那 么 总 数 大 约 是 

4500 万 赴 。 洪 臣 一 干 六 第 的 数字 比 和 实 奈 数 闻 要 商 ,而 万 历 

数字 则 嘛 接近 于 直 实 ， 主 要 原因 之 一 是 明 初 进行 寿 地 调 

查 时 ,通常 沿 柳 前 代 之 固 , 以 “ 围 ”( 或 “ 圩 ”) 为 单位 来 统 

本 于 四 本 是 

3 革 洒 村 由 了 陆 4 gr 二 寺 

39 凡 



二 菩 汪 人 

0Sz 了 沙 梧 可 门 师 壹 冰 贴 

计 ,时 将 围 内 所 有 上 士 地 都 视 为 耕地 。 但 实际 上 汕 肉 土 晤 并 

不 孝 是 耕地 ,还 包括 才干 而 地 , 池 沼 .海关 和 和 岩 央 等。 万 肋 

调查 日 的 在 均 税 .所 以 调查 结果 比 久 切 近 实 际 乓 1。 因此 ， 

上 面 所 竺 到 的 4800 万 市 的 数字 应 当 是 明 初 省 南 耕 地 总 数 

的 上 上限。 

经 过 长 期 的 开发 ,到 了 南宋 后期 ,江南 的 可 糙 地 大 致 开 星 

完毕 。 周 生 春 收集 了 江南 若 于 重要 府 县 在 南宋 未 期 与 明 清 时 

期 的 耕地 数字 如 下 ( 表 7): 

囊 ? 单位 :再 

“和 华 剖 县 { 明 消 松 汀 府 ) 0000m 4390000 

毒 走 县 5 明 清 海盐 .平滑 县 ) 8ROOOOD 960000 

洒 生 县 ( 衣 让 门 , 疝 多 县) | 1030000 
广 虽 号 63 806755 

379560 820000 

江阴 军 { 明 和 请 证 阳 上 县) ]23351)2 1135704 

常 贺 县 262(4HIDO 

汇 宁 县 500000 

上 元 只 
深水 此 ( 明 清 深水 .高淳 县 ) 
据 周 生 春 站 试 论 宗 代 谋 南 水 齐 田 的 开发 和 和 地主 奔 有 制 的 特点 #e 

在 以 上 数字 中 ， 常 熟 县 因 戏 界 变化 很 大 ， 和 化 使 南宋 歼 字 

远大 于 明 清 数字 。 江宁 、 上 元 、 滩 水 三 地 ， 南 来 敬 字 只 包括 

“ 田 ” 而 明 铺 数字 则 包括 “ 田 、 地 、 山 、 塘 ”， 因 而 前 者 比 

后 者 小 。 其 余 六 地 ， 南 有 数 字 与 明 清 数字 相差 都 不 很 大 。 在 

[1]] 详 见 李 佑 重 :t 信 人 蔷 二 军 " 与 明 消 江南 在 所 的 么 营 规 模 # 已 蛋 和 本 韦 3 轩 二 

洁 费 元 伐 旧 法 以 围 计 田 . 例 如 常熟 . 措 计 武 Y 击 州 府 志 ? 疮 十 由 上 .元 代 放 具 有 

贞 地 titi 国 .共计 容 民 昌 1132502 调 。 洪 起 于 一 年 的 数字 与 此 党 胞 相同 , 呈 然 

是 设 用 | 呈 数 



另 -- 著 作 中 ， 导 氏 和 估计 南宋 太 普 入 不 有 耕地 约 28800000 让 ， 

己 接 近 今 日 该 地 区 的 耕地 面积 11i。 芷 这 些 太 地 中 ， 大 约 

10000000 亩 是 围 田 ， 大 部 分 成 于 南宋 [。 当 然 ， 我 们 瞩 指 

出 : 周 氏 向 计 所 依据 的 是 官方 耕地 数字 ， 而 正如 箱 炳 棣 所 指 

出 的 那样 ， 这 些 官方 数字 【特别 尾 明 清 额 田 数 ) 并 不 能 代表 

真实 的 耕地 面积 [31。 不 过 从 周 针 的 研究 中 ， 我 们 地 可 以 得 到 

如 下 的 结论 : 在 江南 的 主体 一 一 友 庆 半 原 以 及 邮 阳 调 王 原 

上 上， 到 了 南宋 未 期， 可 耕 芒 地 在 来 确实 已 大 致 并 坚 沈 毕 了 。 

因此 之 故 ， 南 宋 人 士 屡屡 说道 : “ 匡 中 ……… 四 允 无 旷 土 ， 随 

高 下 悉 为 四 ”!I4，“ 浙 间 无 二 上 不 耕 ”1，“ 亲 、 浙 之 昔 ， 土 

狐 上 上 畴 ， 田 无 不 寿 ， 因 不待 芭 ”I， 两 浙 “ 无 不 耕 之 地 ”D。 

因此 梁 庚 阁 也 认为 “到 南宋 中 期 ， 间 ， 浙 地 区 耕地 的 增加 已 

经 达 惠 极限 ” 间 。 

尽管 江南 可 耕地 基本 上 在 南宋 后 期 已 得 到 于 星 ， 但 是 水 

森 至 明 习 之 间 ， 江 南 的 寿 地 数量 仍 存 一些 变化 兹 共 何 炳 棣 

收集 的 若干 地 方 的 官方 耕地 数字 中 ， 将 有 关 江 南 者 作为 摘录 

( 见 表 8) 

从 以 土 数字 来 看 ,有 : 些 地 方 类 地 数字 变化 很 大 。 不 这 这 

些 变 化 天 老 与 行政 单位 【县 、 持 ) 的 验 域 变动 有 关 【《 全 旭光 

衣 )。 在 杜 域 变化 不 大 的 地 方 , 有 些 县 (如 海宁 . 栖 乡 ) ,南宋 至 

[Il 周 生 春 为 证 实 其 估计 而 使 肌 的 一 些 地 鼎 耕 地 数 正 , 千 是 南 衣 的 , 而 有 是 元 化 其 

至 明 牢 的 ,因为 来 代数 字 的 南 簿 .这 样 贿 是 省 有 可 原 的 .不 过 在 击 宁 未 至 明 宴 

之 间 生 南 耕 地 否 基 否 有 谈 化 , 讲 碟 尚 颈 加 以 说 明 。 

[2] 周 生 春 交汇 论证 贱 江 南 水 彰 田 的 开发 和 地 证 所 首 制 的 特点 了 ,31 一 32 下 。 

[3] 人 柯 灿 碌 交 南 宋 至 售 土 地 数字 的 考释 和 评价 y, 第 3 看 。 

[4] 世 吴 寻 志 4 区 二 .风俗 。 

[51 黄 震 :f 昔 夭 日 负 3 蕉 七 十 八 感 神 内 年 副 农 立 冲 。 

[#&] 许 应 龙 赤 永和 潭 人 ?各 十 -4 初 至 出 州 允 农 广 }。 

[7] 杞 端 临 区 玄 南通 考 》 田 虐 考 五 “历代 田 轨 之 制 ”. 

[| 汐 庚 项 :南宋 的 农村 媳 济 了 ,99 页。 

并 东 二 对 此 阵 说 , 红 ] 二 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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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向 炳 杯 ;南宁 至 今 十 地 数字 的 考 炎 和 评价 y,51 一 55 页 表 1。 

* 宋 元 数字 均 殉 具体 年 代 。 明 初 数 字 , 见 林 标 出 反 体 年 代 者 ,都 是 1391 年 的 。 

x+ 蒜 景 定 (1260 一 1264 年 ) 时 数 . 何 书 中 原 无 , 兹 据 乾 庚 k 句 容 县 志 4 着 五 

并 承志 补 人 人。 

* a# 藉 " 核 实 其 额 官 展 田 ”， 

明 初 耕地 数字 变化 不 大 ;: 有些 (如 淋 水 . 乌 程 .武康 ), 末 、 元 之 

闻 有 颇 大 增加 ,而 元 .明之 间 则 大 居 一 理 。 在 更 多 的 府 、 县 ,元 

与 明 初 的 差异 不 很 大 。 当 的 也 有 与 以 上 情况 相反 的 例子 :不 过 

总 的 来 说 ,元 代 耕 地 可 能 比 南宋 有 一 定 的 增加 ,而 明证 则 渎 元 

蕊 4 



代 似 平 大 致 相同 . 

此 外， 我 们 还 可 以 从 其 他 文献 中 看 到 : 松江 府 《 凡 从 持 

县 ) 南宁 末期 的 耕 由 的 为 4700000 亩 ， 雹 代为 4572200 亩 ， 

明 初 则 为 S$l132000 亩 ， 镍 到 幅度 在 3 例 一 1 条 以 内 10。 死 全 

江阴 的 耕地 约 为 1243500 亩 ， 与 南 灾 末 期 的 1253602 亩 相差 

无 几 123]。 而 苏州 的 田阳， 死 代数 子 太 概 与 洪武 十 一 年 

{ 1379) 数字 相同 ， 为 6749000 雷 131。 到 诬 臣 二 十 四 年 统计 

直 升 圣 晤 50671 亩 ， 增 加 了 1 多 141。 这些 数字 所 表册 的 情 

况 ， 与 我 们 在 上 面 所 作 的 分 折 缚 巢 也 大 体 一 致 。 

当然 ， 罕 方 耕地 数字 并 不 : 定 能 驶 反 贞 真 实 的 情况 。 特 

别 是 在 匹 代 ,由 于 没有 进行 过 耕地 调查 ,官方 数字 有 很 多 嘴 抄 

和 要 南 宋 末 期 的 ,因此 更 加 不 可 颈 。 明 初 江 南 各 地 耕地 数量 ,大 

允 较 以 前 有 所 增加 ， 人 也 这 也 下 完全 是 因为 有 评 多 幕 地 被 开 星 

成 为 农田 , 而 且 还 因为 大 量 隐 额 之 田 被 清查 出 来 14。 而 耕地 

数量 的 减少 ,有 和 时 也 是 因为 过 去 浮 报 太 过 之 战 161.， 因此 ,在 未 

未 全 明 初 的 时 期 ,江南 农田 的 数 莉 有 增加 , 亿 是 赠 加 的 由 应 放 

不 很 明显 。 

[1 正德 t 松 问 . 府 杰 ? 郑 六, 万历 《大 且 健 ? 兰 上 七 户 部 男 二 ， 

[2f 万历 & 常 州 府 志 } 着 四 ， 

3] 骨 况 开国 前 ! 即 吴 国 时 期 ? 汇 羡 的 田 土 束 了 大 密 是 因 黎 元 本 (当时 示 元 了 科 行 

的 是 他 民 自 实 呈 的 政策 . 闪 未 进行 调查 )。 洪 起 十 王 年 的 "经 是 "数字 .也 只 不 

过 是 开国 前 整 子 的 温和 增加 而 已 【 柯 录 标 : 《+ 南 束 至 今 鞋 虎 数 子 的 考释 和 和 评 

价 ?,49 页 ) .在 茵 州 府 , 囊 热 的 洪武 于 ,年数 焉 即 与 乒 代 数字 完全 相同 。 因 此 

苏州 闻 的 烘 蕊 十 二 年 数字 ,应 当地 是 照 起 元 未 数字 而 已 : 

[41 让 起 大 州 府 点 ?和 芍 上 田 南 性 大 明 人 会 山 》 状 十 七 出 土 。 

15] 范 先 民 与 夏 维 中 :苏州 地 区 杜 会 经 和 济 旦 讶 阳 请 淮 ) .92 页， 

f4 例如 后 扰 康 于 1358 年 存 所 占据 的 蔗 州 “ 信 民 白 实 田 , 汇 为 是 类"- 由 于 地 证 长 

宜 麻 从 闲 霹 , 大 录 白 实 的 数目 , 比 匹 朝 统 治 下 的 1315 斗 " 妊 理 自 半 " 束 上 昌 三 消 

了 1z3, 过 六 中 年 后 ,官方 统计 获 字 人 持 插 于 冰雹 数字 ! 何 烟 标 :南宋 革 今 士 

邮 获 字 前 委 释 各 计 入 .48.49 由 1 ， 

43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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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zlh 凋 溃 淹 开门 厚 池 此 由 

【 0581 

(二 ) 耕 地 品质 的 变化 

冬 管 在 此 时 期 江南 耕地 总 数 变 化 不 大 ， 但 是 寿 地 的 品质 

却 有 是 大 改善 。 这 与 江南 水 利 的 改进 有 密切 关系 。 元 代 汀 南 

水 利 专 家 周文 英 说 :“ 折 谓 天 上 之 利 , 莫 大 于 水 田 ; 水 用 之 美 ， 

无 过 于 新 右 。 ”0 江南 水 四 之 所 以 爱 到 如 此 高 的 评价 ,一 个 主 

要 谨 因 是 江上 遇 有 较 好 的 水 和 系统 ， 能够 较 有 保证 地 供给 水 稳 

生 长 所 和 珊 的 水 分 。 但 是 这 个 水 利 系 统 的 建成 和 改进 ， 却 是 一 

个 长 期 的 过 程 。 

我 们 郑 道 ,江南 在 地 理 上 由 三 个 部 分 组 成 :东部 的 江南 平 

原 ， 两 北部 的 等 镇 丘陵 和 西南 部 的 浙 西山 地 。 而 江南 平原 六 

包括 了 两 个 主要 地 带 : 沿海 沿江 的 高 田地 带 和 太湖 周围 的 低 

田地 带 :， 如 果 再 作 进 - 步 区 分 ,本 潮 周 转 的 低 田 地 带 还 可 分 

为 北部 相对 较 高 的 地 带 和 南部 最 为 低洼 的 地 带 。 宁 镇 丘陵 也 

可 以 分 为 北部 沿江 平原 地 带 和 南部 丘陵 了 地带; 而 渐 西 山地 则 

包括 一 些 河 谷 平 自 和 真正 的 山地 [21。 

在 江南 西部 5 北部 的 高 田地 带 ， 由 才 夏 季 降 雨 不 足 的 博 

名 时 有 发 生 031， 兴 修 水 利 主 要 着 眼 于 情 永 防潮。 从 其 定 

“ 建 康 志和 、 全 大 《人 金 入 新 志 》 和 蓝 应 《镇 江 府 志 》 着 一 引 

感 衣 《镇 江 志 少 中 所 记 来 看 ， 南 洲 和 元 代 宁 镇 地 区 兴建 的 陂 

雯 卉 项 的 数量 ， 都 大 大 超过 前 代 。 张 芳 指 出 这 与 这 一 地 区 山 

田 的 开发 有 关 [44。 而 在 出 一 较 多 的 地 方 ， 除 了 修建 较 大 的 

111 同 交 英 : 寺 呈 水 利 #。 

121 李 习 重 : 明 铺 江南 率 业 络 源 的 合理 利用 }。 

131 理 王 玫 莹 南 丘 陀 南 地 水 稻 攻 水 问题 3- 

[41 旧 芳 :区 于 铺 扬 乳 区 历史 上 的 塘 抽 水 利 》， 



酸 丝 震 圾 外 ， 开 挖 小 型 的 凶 塘 也 是 一 个 有 获 可 行 的 办 法 。 蛙 

在 入 宋 初 年 陈 丙 就 已 提出 挖 塘 革 水 ， 而 此 法 在 元 代 和 明 切 有 

了 改进 ， 并且 得 到 了 广 话 的 适用 。- -个 明显 的 证 据 是 此 时 期 

江南 民 前 通 书 《居家 必用 事 类 》 ， 已 将 此 法 作为 生活 必需 郑 

识 向 读者 介绍 。 不 仅 如 此 ， 此 法 比 陈 址 所 言 又 有 改进 。 江 下 

的 办 法 是 在 “高 田 视 其 地 势 高 ， 水 所 会 归 之 处 ， 量 其 所 用 而 

凿 为 柄 博 ， 约 十 亩 田 ， 即 描 二 三 亩 以 洗 蔓 水 ”001。 但 元 氏 

& 居 等 必用 事 类 和 成 集 岂 “着 水 法 ”却说 : “种 田 作 洱 ， 着 

水 涂 : 吉 ， 可 以 荫 二 十 种 《 引 者 寨 : “种 ” 字 当 为 “家 ”等 

之 误 ) 田 ,， 今 江南 多 用 简 水 车 以 备 之 。 ”后 一 种 方法 不 人 疏 操 

以 节省 耕地 ， 而 且 由 于 所 挖 字 塘 较 深 ， 著 水 较 雪 ， 因 此 可 养 

香 。 由 于 这 征 方 法 比 前 -- 种 方法 显然 更 为 实用 有 效 ， 一 直 沿 

用 到 后 代 ， 成 为 江南 西部 与 北部 高 田地 带 农田 的 主要 供水 方 

式 [31。 这 种 方法 的 普遍 运用 ， 大 大 改善 了 高 田地 带 的 农田 

生产 能 力 ， 自 然 是 一 个 进步 。 

江南 的 耕地 资 普 主要 分 布 在 东部 的 江南 平原 。 人 和 是 如 疝 

文英 所 说 : “ 苏 、 钴 、 常 、 秀 士 田 高 下 不 等 ， 以 十 分 为 率 ， 

低 田 七 分 ， 高 田 三 分 。”131 因 为 江南 平原 地 势 本 来 融 低 下 

易 涝 ， 所 以 一 旦 遇 到 暴雨 义 雨 ， 低 受 渡 吃 为 常事 ， 一 如 南 

宋 证 南 水 利 专家 杨 失 所 育 : “了 天、 秀 、 潮 三 州 ， 地 形 益 下 ， 

故 为 害 汶 其 。”!4 必须 有 -一 个 息 好 的 水 利 系 统 ， 才 能 避免 

这 种 情况 。 而 建设 这 样 一 个 水 利 系统 的 主要 方法 ,按照 宋 氏 

以 来 江南 求 利 专 冢 和 农 人 的 意见 ， 主 要是“ 作 堤 和 “五 

[11 芭 陈 元 农 书 入 地势 之 宜 短 第 二 ”， 

121 李 伯 重光 时 和 请 江南 农业 资格 的 舍 二 利用 证 14SrErnEaraltl Depeppnmaent 训 RnEmen， 

53 一 上 和 ,第 了 着 。 

[3 周文 蓝 区 - 丘 术 利 3。 

[4] 橘 下 : 重 开 须 会 铺 记 》。 

一 十 呈 

此 从 可 站 床 WT 8] 证 二 二 下 

45 过 



{ 08 一 0 有 过 情 和 到 站 吉政 山 

水 ”1 

南宋 汇 和 大 量 围 星 低地 为 由 ， 主 要 用 的 是 前 一方 法 。 由 

二 “只管 围 田 ， 不 管 治 水 ， 终 于 造成 水 系 混 乱 ， 使 太 戎 水 利 

村 导 进 一 步 复 杂 化 " 避 。 到 了 元 代 , 需 要 着 重 解决 雯 裔 排水 不 

幅 的 问题 ,所 以 治 求 的 特点 是 合用 后 一 谨 法 031， 具体 来 说 ,元 

代 江 南 的 " 朴 水 " ,主要 是 玻 让 呈 淞 江 及 其 南北 诸 大 请, 并 开始 

芯 绊 调 宁 受 其 通 氏 江 的 洪 浦 。 问 时 ， 政 府 还 规定 了 圩 岸 规 梅 

未 准 , 营 书 兴 修 ,. 使 得 堤岸 建设 标准 化 , 更 如 牢固 。 因 此 终 苑 

代 ,， 太湖 地 区 水 时 灾害 的 发 千 频 窜 比 宋代 有 所 减少 。 到 了 

明代 初期 .政府 更 发 起 了 规模 浩大 的 水 利 工程 ,重点 是 导 吴 洽 

江 之 水 由 浏 河 人 江 ,并 导演 闭 之 水 由 黄浦 人 海 ,等 等 [41。 值 得 

一 所 的 基 .南宋 . 抑 和 明 初 江南 地 方 焉 府 在 治水 方面 部 是 鼎 为 

积极 有 为 鸣 。 南 来 时 期 江南 进行 的 大 型 水 利 工 程 有 七 人 次， 每 

次 用 工 上 自 数 万 至 二 十 余 万 之 煞 151。 元 代 初 期 二 十 余年 , 朝廷 

对 证 南 水 利 " 废 而 不 铬 ” ,致使 " 浙 西 河 港 . 围 岸 . 哺 密 ,无 官 整 

治 ,考区 废 坏 "!161。 但 是 到 了 中 期 ,政府 显然 改变 了 态度 ,两 庶 

在 江南 后 置 都 水 良田 再 ,尔后 又 设立 行 都 水 路 ,并 曾 有 任 夺 发 

[| 和 山 末 大 区 且 大吉 水 刊 图 序 ?, 元 大 吴 热 中 芭 烦 导 水 过 3、 明 大 合宜 二 水 和 利 往 辐 多 

等 。 元 发 江南 水 利 专 家 任 太 发 在 《 沙 利 说 符 3 中 .引用 宋代 范 促 沥 的 主 上 类 , 说 

“ 粘 半 . 屡 河 . 置 阐 二 者 加 量 立 ,向 一 不 可 ”, 但 元 伐 江南 只 ”水 刊 专家 周 充 英 

在 & 二 只 水 利 ? 中 指出 “和 干 江 面 袁 阿 节 杯 . 终 非 色 扩 只 法 ”因此 上 友 柜 言 之 . 必 

堪 ! 坟 国 ) 和 朴 本 【 恋 河 ?是 最 重 昌 的 两 波 -. 相 久 玻 下 页 六 [1] 所 引 计 广 , 均 收 于 

媚 立 央 编 新 西沙 利 书 $。 

[2] 郑 复 彝 :二 太 寻 水 利 技 发 中,16 亚 。 

13| 沾 是 出 于 南宁 治水 以 饥 二 转 项 为 主 , 所 以 能 簧 本 门卫 . 盯 ? 共 名 (斯 让 

区 呈 :有 代 汇 南 经 箭 出 玉 研 容 3，379 一 380 碍 ),， 而且 末代 谍 前 人 十 十 仙 重视 

置 击 : 伯 到 了 元 懂 , 册 于 重点 转 到 了 下 锌 ,所 以 量 章 的 重要 性 也 下 降 了 。 姑 阅 

注 [11， 

[41 关 获 时 : 太 秋 水利 技术 出 .1617 页 - 

151 府 席 芭 才 南宋 的 家 村 既 济 #,165 页 ， 

[6] 作 三 党 这 水 利 这 答 》， 



等 水 利 专 家 领导 , 进行 了 雪 次 较 大 规模 的 治水 工程 。 宜 方 组 织 

的 治水 活动 , 直到 1330 年 代 末 还 在 进行 01。 色 -下 明 初 ,政府 的 

努 万 更 为 积极 , 并 有 和 夏 元 吉 这 样 的 苦 名 专家 领导 大 规模 的 治水 
工程 。 - 

开明 风 朴 座 河 道 为 主 的 水 利 建 民 ,对 江 间 耕地 有 着 重大 

的 意义 。 宋 代 的 围 星 低 地 ,虽然 大 大 增加 了 耕地 的 数量 ,但 是 

因 整 个 江南 平原 尚 处 于 * 强 湿 " 状态 (4 ,加 上 围垦 造成 的 水 系 
混乱 ， 许 狗 新 明之 田 〈 即 轩 册 》 林 仅 颖 易 遭 受 水 淹 之 灾 ， 而 

且 亲 二 壤 含 水 过 多 ， 难 以 种 植 霉 、 豆 、 油 菜 等 洁 地 作物 。 大 
泽 正 昭 指 出 南 来 江南 平原 水 田 生 产 的 一 个 主要 特征 是 生 产 不 

稳定 131, 而 且 我 们 在 后 面 还 将 指出 南宋 江南 半 原 水 田 以 麦 凡 

后 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也 并 不 普遍 ， 原 因 正 在 于 此 。 元 代 和 明 初 
治水 重点 转向 波 河 ,不 仅 是 为 了 洪水 期 间 的 排 涟 ,而 且 也 使 得 
大 才 数 低 田 之 水 在 平时 能 够 排泄 出 去 ， 从 而 提高 土壤 的 干 煤 

程度 ,消除 农田 的 过 强 状 态 14] 。 

滨 岛 敦 俊 将 江南 的 农田 开发 分 为 两 个 大 阶段 。 第 -阶段 
悬 家 田 开 显 ， 省 岛 氏 称 为 “外 延 式 开发 ”， 主 要 特点 是 围 星 

范 地 (特别 是 低 汗 之 地 ) ， 以 增 吉 农田 面积 。 第 二 阶段 是 农 
田 改良 ， 淡 岛 氏 称 之 为 “内 洱 式 开发 ”， 其 主要 特点 是 ; 

(0 消除 “内 部 边疆 ”， 即 开 奋 原来 大 圩 内 的 大 量 靓 地 
(2) 实行 “ 干 田 化 ”， 即 改造 低温 耕地 ， 提 高 幸 地 土壤 的 

熟化 程度 [ 引 。 其 中 ，“ 王 田 化 ”的 意义 尤 大 。 因 为 江南 疝 

1 邦 疝 喘 扫 中 表 [ 导 水 势 》, 直下 立行 时 水 鉴 ? 这 基 茵 事 上 % 呈 松江 记 ” 发 泰 证 

初 开 宁 》 尽 复 立 者 水 了 谭 田 司 这 江河 $ 风 至 顺 后 水 固 阅 唐 复 开 元 天 直 潭 ? 等 灵 。 

{2]1 足 立 铸 二 语 . 见 足 立 散 二 次 宋 代 两 新 民权 寺 站 来 稻 作 呈 生 库 力 水 知 诗 。 

[31 去 识 正 申 交房 末 变革 期 基业 社 会 中 本 究 $:83 丰 ， 

[4| 用 企 人 发 的 话 来 说 ,部 是 " 汶 有 所 上 归 ,和 有 所 烘 ,风霜 蕉 者 半 定 , 疝 何 译 流 之 是 

此 喜 " 引 侍者 水 言 开 证 3 

[51 踊 岛 敦 佛 巡 士 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明代 中 期 江南 地 主 之 投 贬 法 动 3 

”二 

1 娄 妊 苇 止 库 训 .EL 山 二 

47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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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求 堵 为 患 ， 太 圩 内 水 无法 排出 ， 必 然 敌 成 大 其 家 有田 爱 评 。 

凡 此 光田 莫大 指出 索 元 以 及 明 前 半期 江南 大 片 农田 受 六 是 常 

事 [01。 而 从 农 党 的 间 订 来 看 ， 舟 田 长 期 着 水 ， 对 上 壤 有 改 

为 不 让 的 影响 ， 会 严重 浊 弱 土地 的 生产 能 力 喇 。 

“天 玉 化 ”主要 采取 的 方法 ,除了 朴 通 河道 排水 外 , 陨 是 

“分 皇 ” ,即将 一 个 大 圩 分 为 伏 多 小 圩 。 由 于 小 圩 面积 有 限 , 符 

台 当 时 排灌 工具 工作 能 访 , 因此 "分 圩 "能够 有 效 地 大 出 农田 

积 水 ,使 之 干燥 化 。 这 一 农田 改 刘 活动 的 月 的 和 标志 ,是 将 低 

汲 土 地 改造 为 可 以 种 植 符 季 旱 地 作物 的 当 田 。 农 田 的 改 展 ， 

使 得 在 同一 耕地 上 的 水 旱 轮 作成 为 可 能 ;而 这 种 水 时 轮作 , 反 

过 求 又 对 农田 的 改良 起 到 积极 的 作用 131。 这 里 我 们 要 模 出 的 

有 是， 分 圩 "这 个 名 词 虽然 出现 于 明 找 ,但 是 这 种 方法 却 在 元 代 

就 已 出 现 , 因 此 在 & 玉 辆 农 书 # 已 有 反 矣 。 该 书 中 的 " 柜 田 , 实 

即 与 同 :出 处 中 之 “ 轩 田 反 皇 田 ) 相 对 的 小 圩 (。 国 此 , -一 般 

斌 为 “分 持 " 给 于 明代 中 期 ,实际 二 在 元 代 已 经 开始 ,不 过 用 的 

是 "机 耻 "之 名 ， 

滨 蕊 部 俊 认 为 这 个 “于 钙化 过 程 发 生 于 明代 中 期 ,结束 

于 明 末 L5!。 斯 该 叉 信和 由 认为 发 生 在 南宋 末 至 明代 , 前 元 代 则 

基 “ 后 田 化 "向 ”三角 训 下 部 ”( 即 太 湖 以 东平 原 ) 的 中 心 部 分 

《 即 宁 代 苏 州 、 嘉 兴 ) 推进 的 时 代 。 这 一 进展 特别 表现 在 寅 田 

[1 北 出 英 大 到 这 无 明 请 中 国 江南 一 角 训 农业 中 进化 上 于 村 天 下 业 亿 阅 隆 而 琵 

帮 妍 究 》, 第 章 ， 

[23] 商 帝 之 王 李 林 区 水 稻 气 要 第 态 3.391 页 。 

131 李 人 重 : 太 大 “地 "人 “的 变化 与 明 清 江南 的 水 舟 生 产 。 

14] 生 球衣 节 》 农 器 图 谱 得 立 田制 门 柜 田 条 云 : 械 田 : 筑 土 护 田 . 似 围 而 

站 车 凋 水 共 ， 田 制 虑 小 ,至 筑 南 贱 ， 狼 水 难 和 人， 内 水 则 车 之 昂 

漂 .…… 诗 :…… 友 人 鱼 连 傅 威 条 亩 ,内 几 膝 境 珠 富平 旁 置 斑 交 供 叶 纳 ， 

水 早生 得 为 亏 启 …… " 吕 而 易 见 ,这 城 是 "小 二 "的 特点 。 

15] 该 贞 吉 爹 以 土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明代 中 期 江南 地 主 之 欣 这 活动 3 



的 面积 上 。 宣 阵 数 量 在 南 未 本 至 明 韧 增加 了 一 和 倍 ， 而 这 些 转 

地 大 吾 是 利用 较 好 的 土地 。 到 了 明代 前 半 其 ， 原 来 易 洲 的 

“一 攻 训 下 部 ”的 “中 心 部 分 ”， 已 完全 被 改造 成 了 肥 放 的 

耕地 101。 我 认为 * 干 且 化 "过 程 应 当 旦 开始 于 丘 代 ， - 直 继 续 

到 清 代 L21。 宋 来 至 明 初 时 期 是 此 讨 程 的 生 期 阶 话 , 困 此 在 江 

南平 原由 还 有 头 量 的 低 误 耕地 有 符 进 - : 步 改 恨 ， 不 过 像 南宁 

华 字 (后 世 的 松江 )? 滥 种" 连 豆 百 里 , 弥 望 篆 防 潮 诅 泽 , 当 春 家 

事 方 兴 , 则 桔 榨 蔽 允 . 比 尽 力 于 积 水 ,而 捷 能 树 刀 ”的 情况 昌 1， 

却 也 恶 涤 不 和 多 见 了 。 因 此 ,这 个 早期 的 “ 干 田 化 ”对 江南 农业 

所 起 的 作用 仍然 不 容 供 佑 。 

土地 的 生产 能 为 ( 即 地 力 ; 是 一 个 内 计 颇 煞 的 社 念 , 不 仅 包 

丘 土 壤 中 的 养分 含量 ， 而 且 包 括 土壤 的 理化 性 状 及 生物 性 状 

等 。 江 南 农田 改良 的 结果 ， 使 得 寿 地 生产 能 力 有 了 明显 提高 。 

北 田 英 人 认为 在 宋元明 清 期 间 ， 江 南 的 农业 生产 生态 环境 有 

上 所 改 善 4 , 这 和 我 们 在 这 里 所 说 的 江南 农田 品质 不 断 改 善 是 机 

符 的 。 因 此， 尽管 水 文 变化 和 水 利 建设 中 存在 种 种 问题 确实 有 

着 不 利 的 影响 ,但 是 总 的 来 说 ,在 宋 末 全 明 初 江南 农业 生产 的 土 

地 茶 件 和 相 和 不 断 改 善 。 

此 外 ,在 这 一 时 期 ,江南 水 利 建 设 使 用 的 工 其 也 有 进步 。 

作 丰 发 《水利 癌 答 少 说 :“ 浙 西 治 水 , 玫 堰 、 坝 水 、 肯 石 、 仓 石 下 、 

于 式 . 土 录 ., 刺 子 . 水 管 . 己 轮 、 铁 和 . 木 忱 . 木 井 、 禁 敏 .木下 、 水 

车 .风车 .手记 ,村 析 等 器 , 陇 两 未必 有 也 。 ”1 革 中 ,风车 在 水 

{1] 斯 小 蒜 信 以 宁 代 江 南 经 党 中 全 研究 ,第 43.186 页 。 

[2z] 李 伯 本 :4gruralfaral Delopmenk mm Fansmnenr， 7 一 7 站 和, 第 章 。 

[3] 上 己 纪 尺 重 开 同 会 铺 记 3y- 

【41 意 田 英 上 区 宁 元 昌 清 中 国 江 南 三 前 训 宁 业 四 进化 工农 村 手 上 光 导 办 证 吾 汪 

展 斌 究 》, 第 3 章 、 

15S] 转 引 自 符 光 居 4 由 政 全 书 # 郊 上 三 水利 。 

日 二 二 如 

并 详 杰 曲 了 训 . | 证 卉 

4 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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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入 到 中 的 使 用 ， 在 中 国 历 史上 尚 属 首次 。 和 又， 森田 明 认 

为 : 红 南 农田 改良 的 关键 是 排水 ， 而 主要 依靠 的 排水 工具 是 

在 肯 车 141。 使 用 风力 带 玛 龙 凡 车 大 大 提高 了 排水 获 率 ,因此 风 

车 的 使 用 对 “和 王 田 化 ”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,也 表现 了 江南 在 农田 

改良 方面 的 进步 。 

最 乒 ， 我 们 要 强调 :; 耕地 品质 的 改 息 ， 是 -个 长 期 的 过 

程 ， 江 南 寿 地 品质 之 优 ,只 已 腔 科 人口 。 自 唐 代 以 来 ,由 于 江 

南 水 田 农 业 的 发 展 , 较 之 华北 和 其 他 地 区 的 宏 山 ,江南 耕地 的 

品质 的 确 更 高 。 但 事实 上 , 甚至 到 了 南 , 江南 很 多 地 方 的 水 

田 ( 特 别 是 那些 “ 强 鹰 "的 水 田 ) ,不 仅 亩 产 莉 很 低 , 而且 生 产 很 

不 稳定 。 大 与 明 清江 南 的 情况 相 比 ,显然 有 颇 大 的 差距 09， 

如 果 心 存 “江南 水 田 必 定 高 产 ” 这 样 一 个 成 见 , 自然 很 容易 将 

汀 南平 原 上 少数 的 商 产 记录 普遍 化 ， 从 而 导致 对 明 初 以 前 注 

南 农田 品质 的 过 高 估计 。 

四 “”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技术 的 变化 

宋 未 至 曲 官 江南 农业 技术 的 进步 .主要 发 生 在 作物 品种 、 

家 其 .肥料 和 种 植 制度 四 个 方面 。 

[11 距 部 出 世 妆 格 上 四 躬 友基 中 国 江 南 呈 夭 作 去 化 一 一 旦 史学 了 讲 的 册 弃 15 页 . 

[zi 疝 妇 北宁 中 期 炙 州 的 常用 500 亩 ,就 因 " 滑 肖 名流 , 风 和 后 几 " .不 能 养 士 , 焉 

府 只 好 再 避 寺 由 P2 宣 必 学 田 【 顾 蛋 和 湖 学田 记 》. 收 十 嘉 秦 《 丘 居 二》 卷 十 

--)》， 另 振 见 坟 识 正 上 时 区 青洲 变革 期 条 辩 社会 中 研究 ? .83 死 。 

13] ”二 如 , 移 房 光 认 为 : 南宋 末年 嘉兴 一 个 家 上 彤 硅 男 拍 雷 . 尚未 必 能 维持 一 年 后 请 

【 梁 庚 络 区 南宋 的 表 村 儿 独 ?.108 页 )， 但 据 张 悍 祥 # 社 农 书 六 总 族 ”, 明 末 这 里 一 

个 上 农 立 家 ,冲田 的 上 限 仅 止 基 10 南 。 孝 松 沈 更 指出 : 存 消 代 中 期 的 江南 .平均 

一 吉 耕 地 也 就 足以 养活 - -个 人 ! 吝 杰 交 区 清 前 期 南方 蔽 作 地 区 的 粮食 后 产 $1。 册 

此 可 见 ,南宁 江南 耕地 的 生产 能 方 明显 莽 于 明 铺 - 



(一 ) 作 物品 种 的 变化 

由 于 哟 料 芽 珊 ， 我 们 很 难 确 知 这 一 时 期 江南 农作物 部 

种 数量 的 宏 化 情况 .从 现存 的 记载 来 大 ， 水 稳 品 种 数 其 可 

能 有 所 谱 负 ,但 是 变化 不 大。 南宋 江南 地 方 点 中 记 城 有 水 

稻 品 种 者 共 六 部 ， 共 记载 了 水 稳 品 种 扫 人 个， 平 雹 每 部 计 

有 16.5 个 上 恒 。 元 代 只 有 一 部 江南 地 方志 即 至 顺 & 镇 江 志 

对 水 移 品 种 作 了 记录 ， 诅 所 记 喝 种 达 22 人 个。 到 了 明 初 ， 水 

稻 品 种 又 有 增 相 。 正 德 《站 甸 志 少 疮 二 四 土产 记 有 业 和 太吉 种 

17 个 ， 祷 稻 品种 132 人 个: 16 世纪 初 问世 的 江南 水 稻 操 种 过 

& 理 生 玉 镜 称 品 少 记录 了 小 禄 品种 338 个， 不 仅 超 过 至 顺 

《镇 汀 志 ?》 中 的 品种 数量 ， 而 且 也 超过 南宋 六 志 中 记载 最 多 

的 宝 福 & 琴 川 志 小 和 济 祝 《至 峰 志 让 中 的 品种 数量 〈 这 两 地 

也 属于 苏州 地 区 ) 0。 当然， 以 于 文献 所 涉 玉 到 的 只 是 江 

南部 分 地 区 ， 而 且 所 收录 的 水 稻 品 种 也 有 很 多 下 油 上 51， 因 

此 我 们 不 能 认为 以 上 数字 代表 整个 江南 的 情况 .不 过 从 大 的 

趋势 来 看 ， 在 此 时 期 中 ， 江 南 水 稻 品种 在 不 断 增 加 ， 应 当 是 

[1 这 六 部 南 床 好 方志 是 室 视 《本 川 志和 祝 哲 袜 玉 峰 由》、 细 屎 # 吴 可 志 》, 霹 靳 部 只 

光志 . 缁 定 《 王 本 二 ?》 和 威信 《临安 志 》- 这 些 地 方志 中 ,记录 术 租 山 种 妓 重 

区 的 卫 部 ! 宝 李 《 酚 川 志和 入 荐 《下 帆 志 3 ,分别 记 有 和 个 布 到 个 ,其 全 四 

部 盘 邦 所 记 撤 有数 种 各 书 所 记 师 种 才 有 覃 复 ,除去 重复 着 后 , 共 芷 9 个 (入 

几 抑 罗 中 国 稻 必 史上 .87 页 南 3- 1)- 

[2?21 和 阅 上 注 。 

13] 这 一 点 , 刘 元 江南 地 方志 覆 第 者 已 说 入 很 明白 了 ， 岗 如 启 款 & 晤 如 志 站 存 别 出 

了 水 舟 品 种 和 名称 之 后 说 :“ 询 之 并 和， 第 名 不 目 此 束 和 ， 往 往 其 省 邵 卫 ,不 昨 

载 .“ 至 上 扣 《 镇 如 志 ? 在 谈论 水 移 品 种 时 也 说 :江南 和 帮 种 甚 才 ,和 可 杭 举 .“ 因 

此 ， 游 三 齿 指出 :“ 交 献上 未 煤 蘑 的 品种 昭 实 在 迁 远 超过 记录 下 素 的 少 妾 呈 

神 . “7 府 作 藤 交 中 国贸 作 史 》 ,和 页 ) 

到 

[此 流下 癌 库 pgT| 训 对 一 岂 所 

3] 各 



f 的 8 一 人 SrT 1 有 肖 可 站 上 且 下 申 册 

设 有 疑问 的 上。 

尽管 在 此 时 期 江南 水 稻 品 种 数量 增加 并 不 很 多， 但 是 在 

晶 种 的 种 疾 方 面 发 生 的 变化 却 师 有 诬 意 。 这 首先 是 粳 . 籼 . 燃 

稻 一 大 品系 所 占 比 重 的 变化 ;其 次 是 早 、 中, 晚 二 种 类 型 品种 

所 占 比 重 的 变化 ;最 后 我 们 还 要 谈 一 谈 占 厌 稻 的 问题 。 

1. 折 南 地 区 的 水 稻 .分 为 梗 . 籼 、 烽 二 大 砷 系 。 其 中 业 宜 

主 昌 用 于 醒酒 , 央 些 帮 为 江南 大 民主 食 的 .基本 上 是 粳 、 烛 两 

类 。 而 自 求 和 代 碎 来 的 气候 变化 ， 又 使 得 比较 耐 赛 的 灶 稍 成 为 

较 能 适应 江 调 自然 条 件 的 品系 [中 。 此 外 , 宋代 以 来 江南 种 植 

的 粳稻 ,大 多 属于 中 熟 或 晚 见 的 类 型 ;而 所 种 籼稻 则 属于 早熟 

类 型 。 王 桢 总 结 说 :“ 南 方 水 稻 , 其 名 不 一 , 大概 为 类 有 三 :时 

熟 而 紧 网 者 日 炸 , 晚熟 而 香 涧 者 日 粳 . 早 蜀 适中 、 米 昌 而 秋 者 

马 烽 ”，“ 稻 有 粳 、 穆 之 别 ， 粮 性 朴 而 柯 粹 饭 ， 和 性 粘 而 可 

栈 酒 ”3]。 由 寺中 , 晚 山 水 稻 生 长 期 较 长 ,米粒 中 营养 物质 各 

存 较 多 ,因而 米 质 也 较 佳 1[41。 种 植 品 质 较 商 的 粳 称 ,对 江南 来 

说 自然 是 较为 合理 的 选择 。 而 要 发 展 粳 稻 生 产 ， 培 育 出 更 多 

的 粳 稍 品种 当然 又 至 为 关键 。 前 引 南宋 江南 六 志 中 所 记 的 水 

稍 品 种 ,包括 了 和 砷 .机 、 糯 和 家 。 而 至 顺 & 镇 江 志 # 所 记者 都 是 粳 

稳 与 机 稻 。 如 果 除 去 业 舟 不计 ,南宋 六 志 所 载重 、 栅 品种 共有 

75 个 ,平均 每 部 有 12.5 个 , 比 至 顺 & 镇 江 志 少 所 记 品 种 少 了 许 

案 。 宇 顺 《 镇 江 志 # 中 粳稻 有 16 种 ,籼稻 有 6 种 ,而 在 明代 4 理 

牛 玉 镜 稻 品 》 中 . 梗 稻 品种 有 21 个 ,籼稻 4 个 ,糯稻 13 个 。 虽 

111 泰和 握 六 修 青 尽 中 国 称 作 史 站 .此 一 91 页。 

[zl1 游 帮 齿 芝 呈 同舟 作 中 ,42 一 4 页 -事实 二 , 早 在 南宋 后 期 ,江南 人 民 就 已 请 整 

也 认 圾 到 此 点 ,本 宝 祝 ! 和 车 川 志 }# 疮 所 阁 产 - 个 立 属 瑾 :只 地 宜 杭 称 。” 

[31 地 王 四 骨 书 $ 娄 又 通 沁 失 之 一 播种 和 苯 第 六 百 侣 庶 之 一 水 稍 : 

[41 锯 计 寺 说 :在 南宋 时 代 所 冰 粳 和 谷 者 ,得 米 少 .其 昼 商 .入 官 之 外 , 非 上 户 和 不 得 

而 富 :;…… 所 谓 小 各 者 .得 米 铸 , 价 麻 , 自 中 产 堆 下 肯 信 之" 《是 课本 文 靖 公 

类 祝 $ 郑 三 《与 陈 和 仓 论 常平 #) 。 



然 如 前 所 述 ， 这 些 数字 并 不 - 定 能 精确 地 代表 整个 江南 的 情 

况 ,但 时 它们 所 表 璃 出 来 的 趋势 ,与 头 宗 对 对 于 太 糊 地 区 优良 

水 稻 品 种 历史 变化 的 古 究 所 徘 出 的 结果 是 一 发 的 L4。 鸯 此 粳 

稻 品 种 的 增加 ,表现 了 江南 农业 的 进步 。 

2. 不 论 是 粳 、 和 籼稻 中 的 哪 一 种 ， 都 有 早熟 、 中 熟 、 晚 

熟 一 种 类 卉 【 即 早 稻 、 中 稳 、 上 晚 称 ) 。 它们 之 间 的 主要 差 

必 ， 在 于 对 日 长 条 件 的 要 求 不 同 。 经 过 长 期 的 自然 与 人 工 选 

择 ， 至 少 自 宋 代 以 来 ， 江 南 的 早 稳 主要 是 籼稻 ， 而 中 、 了 晚稻 

则 是 粳稻 1231。 然 而 ， 在 元 代 以 前 ， 江 南 人 人 民 对 于 这 些 情 况 

的 认识 似乎 都 很 不 明确 。 

时 在 北宁 时代, 苏州 农民 就 已 知道 有 早 、 晚 舱 的 区 别 !。 

丽 到 了 南宋 时 代 , 杭州 农民 又 进一步 认识 到 粳稻 有 早 、 中 、 晚 

稿 二 大 类 型 !41。 人 在 时 邻 的 { 明 州 ) 于 流 , 南 来 时 已 知 " 早 条 以 秋 

成 ,中 和 以 处 矣 成 , 晚 玫 以 八 月 碟 151。 这 … 划 分 标准 在 江南 是 

否 也 被 采用 , 难 知 其 详 。 不 过 ,这 一 标准 与 其 他 文献 中 育 关 说 

法 出 人 颇 太 ， 严 格 地 说 并 不 符 侣 江南 的 实际 情 交 。 一 直到 了 

元 代 末 期 ,& 吴 门 事 尖 少 才 首次 给 早 、 中 、 晚 稍 以 确切 的 定 交 : 

“春分 节 后 种 、 大暑 节 后 剂 , 为 时 入 ; 芒 种 节 后 及 夏 百 他 种 .站 

露 节 后 浊 ， 为 中 稻 ; 夏至 节 后 二 日 内 种 , 寒露 节 后 划 ， 为 蜡 

稻 . “上 9 这 个 标准 的 出 现 , 表 现 了 元 代 江 南 农 民 在 水 和 早 .中 、 

晚 三 大 类 型 品种 培育 方面 的 进步 。 这 个 进步 也 体现 在 中 、 蜡 

fj 增 阅 宗 服 的 绩 计 , 宁 至 民国 坟 衣 婚 区 的 优质 求 和 和 量 种 其 中 个, 硬 帮 和 儿 质 燃 

得 由 牧 廊 事 孝 上 头条 典 尺 左 潮 地 区 所 呈 上 的 需 夺 水 稻 品 和 神 赣 次 , 认 妨 龄 :本 

前 地 长 舟 作 起 源 受 其 传播 和 发 展 癌 题 和 。 

[2] 李 们 年 :人 无" 地" “大 "的 灾 世 与 明 请 谍 南 的 水 稻 生 产生 

{aj * 匡 邵 围 经 钥 记 4 关上 区 产 。 

[4] 晤 和 棠 顷 安 老 》 浆 无 1 作物 产 。 

15] 宝 虚 8 四 明志 ?区 四 狂 产 。 

[56] 网 放 起 & 荔 州 府 志 # 蕉 四 十 二 上 产 ， 

53 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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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和 性 1 

稻 品 种 数 攻 的 增多 方面 .在 南 来 时期， 江南 所 种 的 水 入 名 种 

由, 早 称 尚 占 主要 地 位 , 因此 在 该 祝 《 玉 峰 志 所 记录 的 稻 种 

中 .早稻 有 12 种 ， 常 稻 " 有 11 种 -在 与 杭州 相 临 近 的 绍兴 ,过 

奈 《 会 黎 志 》 所 收 的 早 .中稻 晤 种 有 29 个 , 史 称 公有 SS 个 -而 到 

了 明代 前 期 ,中 .晚稻 的 晶 种 数量 有 了 明显 增加 ,在 《 理 生 玉 

筷 稻 品 》 中 ,早稻 后 种 具有 8 个 , 布 上 晚稻 出 有 19 个 1 

此 外 ， 对 寺 早 称 二 上 要 是 籼稻 而 中 、 晚 称 证 时 旦 和 稳 这 

重 要 事实 ， 宋 代 江 南 人 士 做 平 还 没有 明确 的 认识 。 到 了 了 匹 

代 ， 王 杭 已 意识 到 南方 “ 稻 有 早 、 了 蜀 、 大、 小 之 别 ”，“ 六 

七 月 则 收 早 不 ， 其 余 则 至 八 九 月 ”-。 他 并 称 “ 晚 秒 ” 为 “人 

禾 ”fa1。 而 称 粳 稻 为 “大 稻 ”， 籼稻 为 “小 稻 ”， 是 当时 

江南 的 民间 习俗 131、 因此 直到 此 时 ， 江南 人 民 才 比较 清 乱 

地 认识 到 这 一 问题 ， 

江南 人 民 对 水 稻 主 要 品系 帮主 要 类 型 认识 的 发展 ， 是 以 

他 们 在 育种 方面 所 取得 的 成 就 为 基础 的 。 而 中 、 晚 匈 粳 称 抽 

种 的 增多 利 改良 ,不仅 对 江南 水 稻 亩 产量 的 提高 ,而且 对 水 田 

种 植 制度 的 改革 ,都 具有 重大 作用 !) 。 

3. 最 后 ， 我 们 还 要 顺便 淡 一 谈 在 以 入 中国 经 济 史 〔 特 别 

是 宋代 经 济 虫 ) 研 究 中 具有 重要 地 位 的 占 城 稻 问 题 。 

占 城 稻 的 引进 ， 一 向 被 经 济 史 学 者 们 视 为 引起 宋代 江 

南 农业 进步 〈《 战 “宋代 农业 革命 ”) 的 关键 因素 之 一 。 许 

多 学 者 认为 占 城 稻 的 引进 之 所 以 起 到 如 此 重 天 的 作用 ， 尾 

岗 为 占 城 稻 比 江 南 传统 的 水 稍 上 种 更 为 优越 ， 并 且 引 进 后 

即 迅 速 得 到 推广 ， 取 代 了 原 有 的 水 称 品 种 ， 共 而 造成 了 明 

111 羡 储 捧 交 太湖 好 过 称 作 趣 源 及 其 屠 播 和 发 展 问题 j 

[2z1 戈 土 粘 农 书 ? 农 票 通 诀 所 之 四 收费 莘 第 十 

13】 至 顺 #t 生 江上 $ 闪 本 王 产 说 光 士 大良 大 和 ' 杭 ,小 稳 "机 - “ 

14] 李 伯 二 ; 绽 去 "地 ”大 “的 变 雍 己 明 钵 江 南 的 水 福生 产 》。 



显 的 经 济 效果 !11。 相 是 近年 来 的 研究 表明 上 述 在 法 有 严重 

问题 。 首 先 ， 游 修 龄 指出 : 古人 关于 占 城 稻 的 记述 贤 多 训 

乱 不 清 之 处 ， 而 近代 学 者 在 合用 这 些 记 有 还 时 并 未 从 家 党 的 

角度 册 发 进行 要 别 ， 因 此 他 们 关于 占 城 称 问 题 所 做 出 的 续 

论 当 然 也 就 很 成 问题 [31。 其 次 ， 关 于 占 城 稻 所 起 的 在 用 ， 

以 往 党 者 责 论 也 有 错误 之 处 。 上 古城 舟 的 基 木 优 氮 是 耐 蛙 利 

对 土地 肥力 要 求 丰 高， 而 这 两 个 优点 对 于 低 湿 名 水 、 土 壤 肥 

沃 的 江南 平原 农田 来 说 , 并 没有 很 大 的 意 多 。 : 般 认 为 占 城 

稻 还 有 第 三 个 重要 优点 一 一 后 长 期 短 ， 并 认为 这 个 优点 合 

得 稻 玫 两 作成 为 可 能 。 但 是 游 修 齿 已 指出 ， 把 占 城 称 都 说 

成 是 早熟 称 是 不 止 确 的 49j。 姑 不 论 此 ,即使 占 城 禄 真 的 部 是 

早熟 稻 , 它 也 不 可 能 引起 舟 玫 二 作 制 在 江南 的 普 太 14. 。 相反 ， 

只 有 更 合适 的 中 、 了 晚稻 曲 种 培育 出 来 之 后 ， 稳 壶 二 作 制 才能 

[I 例如 .加 姑 圳 认为 : 占 城 稻 性 “有 以 耐 半 内 主 的 即 种 好 性 质 , 是 导 稳 中 最 优 贡 

的 哺 钥 ”, 故 吓 种 担 于 人 性 杯 较 肾 的 商用 ;同时 由 于 生长 期 红 .在 秋 竺 于 来 之 前 

即 可 成 熟 收 获 , 故 也 可 种 于 易 端 的 区 演 之 Hl 出 十 道 应 性 如 此 之 三 , 深 受 农民 

藏 理 , 所 以 由 进 一 百 过 年 之 后 ,到 了 了 南宁 中 期 .已 广 还 种 杆 于 长 江 下 游人 南 

东西 水田 种 占 震 夭 者 其 特 达 直立 扩 姑 ! 玉 加 茧 繁 :去 屠 红 了 栈 呈 名 后 城区 栽培 

六 于 着 上 就 芝 》) 柯 炳 慰 也 认为 :这 种 水 和 禄 早 获 而 且 耐 中 ,而 这 些 正 是 传统 

的 中 同 杯 和 品种 符 垃 足 。 国 此 占 撼 夭 引 进 后 , 导 握 了 舟 作 加 人 殿 水 较 紧 的 病 田 

此 区 扩展 ,并 引起 农民 歼 因 于 培育 早 扑 品种。 早熟 品种 的 进 : 步 党 属 . 其 友 志 

仇 证 了 -- 和 车“ 损 制 的 或 珊 , 从 而 成 为 辽 具 - 千 秆 辣 中 国土 地 利用 和 烷 合 生产 

的 第 一 殉 长 期 的 革 辣 【Ping -ti Ho: Sedies on te Popaiaion 蚊 Cina，7363- 

1953, 第 8 章 第 1 攻 )。 此 外 , 张 德 蕊 1T.T. Chang) .天 晤 元 之 助 . 同 陵 吉 之 . 草 

伯 妖 等 中 外 学 者 ,也 都 持 类 俱 看 法 (参阅 府 禾 秀 : 占 城 戎 态 线 了) 

[2 游 歼 龄 :7 占 城 稻 质 是 9。 

[31 认 眩 邱 区 占 炭 宵 碳 绝症 。 

[4| 早稻 的 息 揪 时间 时 十 下 过 的 成熟 时 间 , 因此 在 同一 和 址 十 中 上 ,在 过 来 收割 以 

前 . 央 币 可 能 下 地 . 报 身 【参阅 李 怕 重 :《 明 清 订 , 抽 种 和 农 片 生产 能 力 初 探 沾 ， 

过 -大 "地 "大 "的 变化 与 明 清 汗 南 的 本 稻 生 产 3)。 此 外 .去 避 正 晤 也 指出 : 

评测 来 江南 的 水 稻 和 志 的 而 种 ( 除 传 统 的 黄强 和 谷 外 ) .要 进行 琐 才 一 和 后 作 星 

上 耸 困 难 的 -因此 之 页 克 陈 训 农 书 ? 共 本 积 极 提倡 攻 才 复 种 { 太 这 正 曙 交 陈 

腺 年 呆 研 究 ?》.33 一 26 现 )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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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喇 81 一 TErT 了 六 逢 各 问 上 师 油 恋 册 

大 面积 推广 二 .因此 ,不 适当 地 强调 鼎 城 和 的 作用 ,有 信 江 南 

的 实际 情况。 对 二 江南 的 水 稻 卓 种 进步 来 说 , 并 没有 一 个 以 

占 城 称 引 进 为 中 心 的 “宋代 昔 合 ”而 只 有 一 个 强 长 的 .然而 

是 逐渐 加 速 的 品种 改良 进程 . 如 前 所 述 ,在 此 进 穆 中 , 宋 末 至 

明 初 这 -时 期 占有 相当 重 时 的 地 位 。 

(二 ) 农 具 的 变化 

宋 木 至 明 初 ， 江 南 出 现 了 一 些 新 的 农具 。 这 些 新 农具 所 

体现 的 进步 , 乍 春 起 素 仇 平 不 人 ,但 实际 上 过 是 意 闵 琛 远 。 

此 时 期 江南 出 现 的 新 农具 , 计 有 铁 工 、 夺 落 以 及 曙 荡 . 平 

板 . 构 爪 . 薄 马 等 ， 此 外 ,使 用 秧 弹 . 钵 铅 、 星 谷 拟 等 工具 的 首 

次 记载 ,也 出 现在 此 时 期 。 关 于 这 些 农具 的 最 早 记 载 ,除了 才 

之 外 ,都 来 自 & 王 桢 农 书 》。 在 该 书 中 , 王 桢 已 说 明 这 些 农具 是 

运用 于 南方 . 江 朵 . 丘 中 。 因 此 这 些 新 农 兵 在 元 代 江 南 巴 得 到 

运用 .是 可 以 肯定 的 。 

铁 措 的 出 现 ， 是 江南 农业 中 的 一 件 大 事 。 这 种 工具 虽然 

简单 ,但 是 正 站 大 当 正 电 指 出 的 那样 ,是 一 种 适合 主 壤 粘 重 的 

水 田家 作 的 融 效 率 农具 1231。 庆 修 龄 指出 : 太 潮 地 区 的 水 田 填 

壤 粘 重 ,一 般 和 后 耕 既 浅 而 又 不 二 ;如 用 铁 持 ,虽然 功效 较 低 ,但 

可 翻 得 更 深 14。 我 们 知道 ,深耕 可 以 加 厚 土 壤 的 耕作 层 ,有 利 

于 作物 和 根系 伸延 发 展 ; 可 以 使 土壤 容纳 更 密 的 肥料 ;可 以 使 土 

壤 草 松 多 也 , 扣 融 土壤 的 车 水 、. 保 取 和 抗旱 能 力 !4。 由 于 江南 

平原 低 田 地 带 农 田 : - 般 粘 重 过 湿 ， 沉 耕 对 于 改善 土壤 性 质 更 

1 李 伯 下 : 妆 天 ”， 地 ”、 大 “的 变化 与 明 清 江南 的 水 舟 生 产 少 。 

[2] 去 沪 正 昭 区 十 代 站 南 故 水稻 作 上 上 主 党 。 

13] 游 态 龄 区 中 国 稻 作 中 ,146 页 . 

14] 陈 恒 方 光 补 形 书 控 圩 26 页 。 



具有 重大 意义 。 因 此 明代 江南 农 书 #& 沈 氏家 书 扩 运 田地 法 “ 特 

别 强 调 :“ 用 地 全 要 星 深 -“ 在 尚 处 于 “于 困 化 "初期 阶段 的 宁 

本 至 明 审 ,使 用 铁 捞 进行 深耕 ,无 疑 对 江南 平原 的 农田 改良 起 

了 很 大 的 积极 作用 。 不 么 如 此 , 铁 措 的 使 用 对 在 水 田 种 植 麦 、 

豆 . 裔 深 等 时 地 后 作 作 物 更 具有 重大 影响 。 只 有 用 铁 措 挖 诲 、 

起 索 , 使 得 称 田 排水 良好 ,. 这 些 后 作 作 物 才 能 长 好 111。 此 外， 

铁 拱 还 可 以 用 作 雁 土 . 平 一 之 用 。 内 此 , 铁 措 的 出 再 并 不 是 : 

种 技术 的 倒退 ,相反 是 一 种 进步 . 

奈 荔 也 是 一 种 向 效率 的 农具 。 在 南宋 初期 ， 从 《 陈 焉 家 

书 # 来 看 , 多 出 偿 是 直接 用 手 克 到 了 无 代 , 广 出山 了 和 耘 葛 这 

种 雹 出 专用 工具 。 耘 闽 的 工作 歼 率 比 手 克 或 用 友 苇 克 蜗 得 

多 ,而 且 大 大 减轻 了 体力 消耗 0231。 从 4 王 杆 农 书 ? 来 看 ,这 种 农 

县 在 江浙 还 是 “新 制 ", 可 能 使 用 还 不 很 普遍 。 但 是 到 了 明 忽 

中 呈 ,其 印 玫 《便民 图 繁 少 来 看 ,已 在 江南 广泛 运用 了 。 因 此 ， 

匹 代 中 期 至 明代 初期 , 正 是 这 种 农具 的 普及 时 期 。 

其 他 - - 些 新 出 现 的 窗 具 .对 水 田 耕 作 也 有 积极 作用 。 便 

如 ， 

四 蓝 ,是 用 来 在 水 田 耕 友之 后 平整 臣 面 的 工具 。《 陈 者 家 

书 妨 苯 其 根 昔 篇 "中 己 说 到 筷 册 须 “* 荔 平 出 面 ”, 但 未 说 明 使 用 

何 种 工具 。 乌 # 王 桢 家 书 #, 应 当 是 用 平板 。 陈 者 设 有 说 大 四 须 

菏 平 。 而 据 同时 期 人 楼 天 所 其 《 耕 织 图 诗 》, 南宋 初 年 江南 西 

部 山区 的 于 淤 县 一 带 ， 水 田 的 耕 一 杷 一 未 作业 体系 已 成 熟 。 

但 未 毕 之 后 ， 不 到 再 有 进一步 的 工作 。 攻 此 我 们 可 以 推 知 南 

宋 时 期 江南 尚未 出 现 田 菏 。 到 了 元 伐 ， 农民 已 使 用 田 功 来 平 

整 田 面 ,使 水 土 村 和 .凹凸 各 平 , 巾 易 为 筷 酝 "。 顺 带 说 -- 下 ， 

11] 办 候 格 罗 中 国 帮 作 史 ,148 更 。 

f2| 王 椒 家书 # 并 器 图 谐 和 此 之 四 三 菇 " 条 说 : 醋 世 “是 胜 友 其 , 系 代 手足 .这 所 不 

HI 数 . 口 得 莉 倍 ”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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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z 上 洗 济 此 骆 间 部 示 幽 示 

【0S8[ 

使 用 未 的 记载 虽然 出 更 于 南宋 宁 年 .得 除 k 和 群 织 图 诗 光 外, 林 见 

其 他 , 鸯 此 其 运用 范围 奶 何 , 尚 不 得 而 知 。 到 了 元 代 , 干 杆 不 

仅 引 用 了 《 耕 织 图 许 》 中 的 许 广 ,而且 对 未 作 了 较为 详细 的 说 

明 . 这 表明 枫 的 使 肌 在 江南 更 为 普及 了 01 

秩 弹 , 即 用 以 规范 播 身 行 .株距 的 长 篮 条 -.“ 江 乡 相 田 ,内 

笠 而 广 , 农 人 秧 本 , 温 无 准则 , 故 制 此 长 入 , 则 于 细 之 两 际 ,其 

直 如 弦 , 循 此 布 身 , 了 无 献 斜 , 狐 梓 匠 之 强 墨 也 。 ”12] 如 前 所 

述 ,于 桢 农 书 # 中 所 说 的 柜 由 ,其实 就 是 江南 平原 上 规模 较 小 

的 十 用 .因此 这 条 记载 所 言 , 表 明江 南平 原 低 田 种 稻 的 情况 。 

这 种 秧 虹 , 就 是 后 代 江 南 的 “ 秧 绳 " 之 第 篇 。 清 初学 着陆 址 仪 

说 当时 江南 播 秧 情况 是 :“ 其 彬 法 : 每 人 很 以 强 约 , 使 不 过 无 

寸 , 故 其 由 饮 梨 密 而 分 行 整 , 收获 亦 倍 。”031 这 种 搬 身 的 规范 

化 .当然 十 分 有 利于 水 称 的 生长 和 田 癌 和 警 理 。 

此 外 ,元 代 江 南 新 出 更 的 帮 爪 . 蔬 马 以 及 得 过 . 通 和 警 . 臂 普 

等 . 都 是 帮 作 的 劳动 保护 工具 , 对 于 提高 劳动 效率 , 也 有 相当 

作用 。 

(三 ) 肥 料 的 变化 

宋 未 至 明 初 江南 农民 在 肥料 技术 方面 所 取得 的 进步 ， 主 

要 表现 在 肥料 种 类 的 增 宗 和 如 工 方法 的 改进 两 个 方面 。 

南宋 后 期 以 前 江南 水 田 生 产 中 使 用 的 肥料 ， 从 《 陈 址 农 

书 》 所 记 来 看 , 种 类 类 不 少 , 许 密 学 者 也 以 此 为 据 因 而 认为 当 

时 在 肢 料 使 用 方面 有 重大 进步 。 但 是 纪 读 该 书 可 以 发 现 : 书 

中 谈 到 的 多 种 肥料 ,基本 上 只 是 使 用 于 秧田 、 荣 园 或 菜 地 。 水 

[1i] 详 & 土 栅 农 书 》 农 器 图 谱 柴 之 六 田 具 条 , 同 书 农 器 轩 谐 集 之 二 未 天。 

[2] 《干枯 农 书 # 站 器 图 谐 第 立 六 "和 独 弹 "。 

131 了 村 地 仪 《思辩 孙 辑 要 #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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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大 四 生产 中 使 用 的 十 要 肥料 ,实际 上 失 有 香木 忒 或 水 称 残 

标 + 用 作 此 乳 ) 和 村 田 杂 草 5 用 作 运 肥 ) 人 而 已 0。 而 将 水 稳 残 醒 

耕 翻 至 土 中 使 其 腐烂 以 肥田 ， 从 睛 格 意 头 上 米 说 ， 并 不 算 裔 

肥 。 与 《 陈 焉 农 书 》 大 略 同 时 的 楼 天 & 耕 织 赂 诗 $》 中 ,也 上 只 讲 到 

秧田 郁 肥 而 完全 未 担 到 大 田 施肥 。+ 陈 真 农 书 # 还 席 到 人 田 节 

用 “ 兴 装 ”， 人 和 但 主要 是 作为 豆 、 玫 装 越冬 后 作 作 物 的 基肥 使 

用 !21 和 将 贡 需 要 注意 的 是 .在 江南 平原 的 低 田 地 带 , 可 能 甚至 

连 草 木 灰 也 不 使 用 ,所 用 的 只 有 上 : 若 的 水 稳 残 梗 ,或 者 说 并 

不 施 基 肥 - 些 外 ,其 其 他 的 南宋 文献 中 ,我们 所 见 到 的 水 稻 大 

田 牛 产 中 使 用 较为 普 志 的 肥料 , 只 有 河 泥 13 ， 震 此 我 们 可 以 

得 出 一 个 与 过 去 一 般 看 法 相反 的 缩 论 : 在 南 末 江南 的 水 田 生 

产 牛 ,施肥 并 和 不 委 。 特 别 是 江南 平原 的 低 田 地 带 , 可 以 说 基本 

上 不 苑 基肥 ， 而 追 吧 也 只 是 将 构 田 杂 草 按 大 田 泥 之 中 腐烂 作 

膨 而 已 : 

南宋 十 村 的 肥料 加 工 方法 , 是 《陈真 农 书 上 中 所 说 的 “ 火 

次 ”制造 法 和 汪 肥 泄 制 法 两 种 。 前 者 有 是 将 落叶 . 垃 种 、 灶 灰 等 

集中 到 * 美 属 "中 ， 积 而 畦 之 ” ,再 掺 人 人 装 尿 。 后 者 则 是 把 河 

水 . 选 党 餐具 之 水 和 谷 壳 、 落 叶 等 置 于 … 字 中 , 讶 坡 肥料。 从 

今天 的 有 眼光 来 看 ， 后 -一 种 方法 比较 科学 。 但 陈 碍 口 明 说 用 此 

方法 制 成 的 肥料 只 用 于 桑 园 。 至 于 前 一 种 方法 是 否 很 科学 ， 

[1 芭 旺 昔 农 睛 ?2 村田 之 宜 箱 ".… 糙 炮 之 安 篇 " “更 和 之 宜 篇 "， 参 阅 赤 识 正 阳 : 陈 

竹 条 埋 帮 研 究 5.63 一 和 先 。 

[2] 芝 陈 专家 书 入 树 狂 之 宜 往 "说 : 早 田 获 浏 才 毕 ,随即 耕 沿 曝 师 , 折 毕 培 更 ,而 种 

豆 老 蔬 丰 ,而 引 机 在 书 3 农村 通 雇 全 之 -并 培 篇 第 只 说 世 江 南 地 地 疼 ,有 收 

用 发 项 ,种 才 .种 部 区 作 。 "者 人 台 观 , 可知 兴 并 证 标 总 用 作 老 、 蔬 等 作物 的 

基肥 - 

[3] “再 过 关于 河 泥 司 用 的 记载 也 不 过, 《 际 焉 家 | 闪 " 著 田 之 宜 莘 "” 提 划 “时 斯 新 活 之 土 

壤 ”, 可 能 就 大 指 施用 箱 呢 。 此 外 惟一 的 例证 其 毛 靖 《 吾 情 小 稿 8 中 的 4 茹 门 田 论 十 

邮 3$ 降 。 洒 这 此 尘 所 言 . 比 陈 埋 农 书 $ 更 为 消 攻 . 而 且 明 确 说 明 是 在 苏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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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0591 一 0 沿 济 胸 和 到 治 庆 油 应 有 

则 尚 有 和 争议 ,因为 草木 其 和 人 并 尿 放 在 一 起 ,会 引起 人 凌 尿 中 

握 素 的 志 失 。 

到 了 元 代 , 情况 大 不 相同 。 在 《 王 桢 农 书 》 中 提 到 的 南方 

水 田 ( 大 田 ) 普 遍 使 用 的 肥料 ,有 草 亲 ( 绿 肥 ) . 火 烘 (草木 忒 )、 

凌 肥 、 泥 比 ( 条 旗 ) 四 类 , 而且 使 用 和 加 工 方法 ,也 与 《 陈 纲 农 

书 》 所 说 类 有 不 同 。 例 如 王 祯 说 :江南 三 月 草 长 , 则 测 忆 路 稻 

昌 , 岁 岁 如 此 ,地 力 常 盛 "; 江 南 水 多 地 冷 , 故 用 火 六, 种 才 .种 

蔬 苑 佳 " ;南方 治 田 之 家 , 常 于 田 头 置 获 槛 , 窖 ( 生 妆 ) 熟 而 用 

之 ,其 田 甚 美 *; “又 有 泥 灶 ,于 沟 港 内 乘 船 ,以 竹 夹 取 青 泥 , 坎 

小 岸上 ， 妖 定 ， 裁 成 块 子 ， 担 去 与 大 装 和 用 ， 比 常 闭 得 力 其 

多 ”1I1。 这 些 记 述 , 十 分 清楚 地 表现 了 元 代 江 南 ( 特 齐 是 平原 

地 区 ) 的 太田 施肥 积 日 常 肥料 加 工 状况 。 由 此 可 见 ,在 南宋 末 

以 后 , 江南 肥料 使 用 有 了 明显 增加 。 不 过 , 总 的 来 说 , 元 代 江 

南 水 田 大 坦 施 肥 还 不 是 很 普 壳 ， 因 此 元 代 赵 得 频 的 《 耕 织 图 

陆 y 中 ,也 没有 提 到 施肥 。 

元 代 以 后 ， 肥 料 技 术 方面 的 进步 还 在 继续 。 最 重要 的 进 

步 是 饼肥 的 使 用 。《 陈 焉 农 书 》 和 《 王 桢 农 书 》 都 已 提 到 饼肥 的 

使 用 , 但 是 二 书 都 只 谈 到 麻 枯 ,而 且 只 是 作为 -- 种 原料 , 揪 各 

其 他 原料 共同 制 成 “火烧 ” ,施用 于 秧田 。 江 南 嫉 枯 产 量 不 多， 

史 只 是 作为 秧田 用 肥 , 因 此 饼 取 的 使 用 并 不 广 。 到 了 明代 ,一 

种 新 的 饼肥 一 一 豆饼 开始 崭露头角 。 到 了 明代 中 期 ， 从 吨 表 

《 便 记 图 笋 》 所 附和 伍 枝 词 《 下 盏 》 来 看 ,江南 平原 水 田 使 用 豆 鲜 

已 经 非常 普遍 。 豆 馆 和 北 便 、 河 泥 三 者 一 司 成 为 水 舟 的 基本 

肥 种 。 章 饼 的 使 用 是 江南 农业 史上 的 一 件 大 事 t21。 尽 管 在 元 

末 明 初时 间 豆 饼 的 使 用 尚 钼 于 开始 阶段 ， 但 是 它 却 标 志 着 一 

1 《 王 机 农 书 ? 农 洪 酒 块 扒 立 三 壮 护 乔 第 八 。 

[21 和 阅 率 伯 重 民 发 腿 与 制约 : 明 清江 南 生 产 力 研 究 》,. 第 台 章 。 

硬 10 



个 新 时 伐 的 开始 。 此 外 ,明代 江南 大 田 施 肥 已 非常 普 远 ,因此 

证 表 《 便 民 圈 党 》 中 , 才 首 次 出 现 专 门 谈 施 肥 的 诗 上 《下 性 

《四 ) 种 植 制度 的 变化 

种 植 制度 是 一 个 包括 许多 方面 的 技术 体系 。 在 这 里 ， 
我 们 仅 就 称 田 的 复种 轮作 问题 进行 讨论 。 具 体 来 说 ， 是 水 
舟 与 才 、 豆 、 油 菜 等 冬季 早 作 作物 轮作 的 一 年 两 作 制 的 变 
化 情况 。 

从 资源 合理 利用 的 角度 来 看 , 水 稻 和 考 .油菜 . 短 豆 轮作 
复种 的 一 年 作 制 的 一 个 主要 优点 ， 是 在 同一 耕地 上 实行 水 
稻 与 旱地 作物 的 水 早 轮作 。 方 载 辉 等 指出 ; 在 匠 江 实行 水 稻 
与 大 小 麦 ,特别 是 与 蚕豆 和 油菜 复种 轮作 的 好 处 ,在 于 其 能 够 
合理 利用 土壤 中 的 营养 元 喜 , 使 土壤 养料 的 供需 相对 平衡 ,从 
而 提高 肥料 施用 效果 ， 碱 少 施肥 量 ; 能 够 影响 土壤 腐殖质 合 
量 .土壤 全 氨 量 以 及 耕 层 土壤 的 容重 、 孔 隧 度 与 仙 氮 比 等 , 从 
而 提高 土壤 肥力 , 改善 耕 人 性; 能够 消除 土壤 中 有 毒物 质 , 减少 
病 , 虫 ` 杂 章 为 韦 111。 因 此 之 故 ,这 种 一 年 二 作 制 ,是 最 适 官 江 
南 自然 生态 条 件 的 种 植 制度 。 而 其 他 可 选择 的 种 植 制度 都 有 
一 个 共同 特点 , 即 糙 地 长 期 处 于 过 湿 状 态 , 并 因此 而 引起 土壤 
理化 性 状 恶 化 。 水 舟 一 年 一 作 制 (除非 冬季 排水 翻晒 田 土 ) 及 
水 称 -- 年 一 作 制 ( 即 双 季 称 ; 自 不 待 膏 ;即使 是 水 舟 与 绿肥 ( 紫 
云 英 、 首 蒋 等 )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, 也 同样 因 冬 季 不 能 翻 栖 圭 
地 , 从 而 导致 水 稻 及 绿肥 生长 不 良 ,产量 不 高 434。 与 此 相反 ， 
水 称 与 志 、 油 菜 、 乔 豆 等 作物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, 由 于 水 早 罗 

[Il 方 载 链 . 汤 起 烽 与 际 明 过 交 断 江 的 耕作 制度 ?16 一 167 页 ， 

「21 了 阿 上 由 ,40.308 一 310 页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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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. 士 壤 的 理化 性 状 均 可 得 旬 明 显 改 善 。 因 此 ,这 种 种 慎 制 度 

的 普 受 ， 可 以 视 为 江南 农民 在 对 自然 资源 的 利用 方式 方面 的 

重大 进步。 

以 舟 袁 轮作 性 中 心 的 -- 年 二 人 必 复 种 制 ， 早 在 唐 代 即 已 出 

出 十 江南 141。 实行 这 种 复种 制 的 耕 旺 的 面积 , 在 宋代 江南 又 

有 了 明显 的 扩大 .大 密 数 未 虫 学 者 都 认为 这 种 种 慎 制 度 已 经 普 

下 于 江南 ,并且 成 为 江南 十 导 人 性 的 种 植 制 度 [131， 但 是 基尼 立 

局 一 .大 详 正 昭 等 对 宋代 江南 农业 的 研究 来 站, 在 水 代 , 这 种 

田地 主要 分 布 二 江南 西部 的 河谷 丘陵 地 了 芝 ( 即 “高 田地 带 ” 证 

要 所 在 虹 )。 而 江南 地 区 的 主体 部 分 一 一 江南 平原 , 因 地 势 低 

下 ,万 属 * 低 白地 带 "。 在 这 一 各区 ,尽管 称 麦 复种 制 也 早已 出 

现 并 且 在 乏 步 推广 ,但 占 主导 地 位 的 , 仍 为 水 稻 一 年 -: 作 甚至 

二 年 一 作 的 “ 强 慢 地 家 法 ”031。 坦 至 明 清 之 际 , 这 种 复种 制 方 

在 江南 平原 上 取得 支配 性 地 位 , 但 要 刘 19 世纪 中 时, 其 普及 

过 程 才 告 完成 [41. 

北 衬 英 人 认为 : 与 册 清 江南 的 称 出 一 年 二 作 复 种 制 

( 敢 田 氏 称 之 为 "新 一 作 制 "? 相 比 , 宁 元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(” 刘 

二 作 制 "》 有 两 大 特点:《1) “新 一 作 制 ”实行 江南 平原 的 

低 转 地带， 而 “上 二 作 制 ”主要 邦 行 于 江南 西部 的 高 田地 

带 ; (2) “新 一 作 制 ”以 晚稻 为 主 雪 ， 才 、 六 菜 和 和 枉 豆 

LI 地 伯 重 区 我 国 稻 志和 复 种 制 产 生 于 睦 代 长 沪 流 十 者 省 = 

「21 病 如 ,和 较 导 的 研究 如 导 菩 古 之 的 南 涛 下 作 人 好 司 性 等 . 较 近 的 研究 如 架 庚 

花 的 4 南宁 的 农村 坚 芒 3f153 一 154 页 ) 等 ,部 持 比 观点 。 庚 氏 甚 至 还 认为 南 这 

江南 可 能 也 实行 了 上 开 李 杭 种 悄 。 

13| 足 立 隔 二 过 案 代 两 新入 共和 什 半 水 程 作 吼 生产力 水 违 ?: 大 扣 正 网 :8 陈 昔 趟 幸 

态 研 守 ?》 ,245 一 248 页 5 北 田 英 大 光 宁 元 明 靖 中 国 江南 一 月 调 条 紧 史 进化 十 条 

村 手工 业 人 -合击 站 葬 展 研究?》. 第 1 章 . 这 神情 砚 .与 斯 总 闽 信 提出 的 河南 家 

时 开 败 的 记 史 进程 模式 也 相符 合 【 斯 牙 竟 六 : 《来 代 江 南 医 详 史 办 研 充 $， 

1698 一 174 页)， 

141 李 信 重 ， driaadtarad stregopremt 有 Teran，J620- 一 1 才 50, 第 3 直 。 



光 后 着 ， 而 “时 一 作 制 ”以 早稻 为 主 十 ， 玫 为 后 荐 01。 

因此 之 故 , 不 能 把 二 者 混 为 一 淡 , 更 不 能 因为 宋代 江南 有 

- 作 制 而 断言 以 后 没有 进步 。 

但 是 , 北 田 氏 的 论断 也 有 一 些 问题 。 首 先 ,从 品种 方面 来 

看 , 真正 的 早稻 并 不 能 与 麦 复种 121。 既 然 南 有 江 南 所 种 植 的 

水 稍 卞 要 是 早稻, 要 实行 稻 麦 一 年 二 作 制 足 很 困难 的 131。 大 

泽 正 腹 在 其 关于 《 陈 址 农 书 》 的 赋 究 中 已 注意 到 了 这 “难题 ， 

并 指出 在 当时 的 早稻 品种 中 可 能 有 一 些 大 出 生长 期 非常 短促 

(如 个 半月 ) 的 蝇 种 。 这 些 品 种 可 以 成 为 稻 麦 一 年 二 作 制 中 

的 主 荐 。 但 是 他 戎 即 叉 引用 足 立 崩 二 的 结论 指出 : 这 类 早 酉 

通常 足 比 较 粗 野 的 品种 , 米 质 低劣 ,因此 往往 只 是 作为 救 落 作 

物 来 种 植 。 也 正 因 如 此 ,《 陈 先 农 书 》 对 稳 志 复种 并 未 采取 积 

极 态度 。 今 日 的 学 者 将 & 陈 再 农 书 9$ 中 的 有 关 记 述 当 作 南 宋江 

南 实行 二 作 制 的 重要 证 据 , 肯定 是 不 符 陈 焉 本 意 的 [4 。 我 们 

认为 : 在 南宋 江南 水 田 一 年 二 作 制 下 的 水 稍 ， 虽 然 被 称 为 

“ 旱 称 ”， 但 实际 包括 了 了 中 称 在 内 154。 谭 中 稻 〈 特 别 是 晚 

熟 中 稻 ) 在 大 田 生长 期 方面 是 能 够 与 麦 相 配合 的 91。 因此 南 

北 田 英 人 冯 宁 元 明 祖 中国 江南 三 角 谢 条 业 信和 进化 二 肝 村 手工 业 人 关于 志和 尝 殿 

研究 ? ,第 1.3 章 ， 

因 尖 早秋 和 起 的 大 田 生 长 期 有 重合 ,所 以 在 同 : 块 耕 地 上 不能 谱 行 各 老 一 后 

一 作 抽 ， 

[3] 据 早 醒 说 :在 南宁 时代 所谓 帮 谷 者 ,得 米 少 ,其 慷 商 , 输 间 之 外 . 非 上 户 不 和 视 

而 骨 ;…… 所 再 小 谷 调 ,得 米 案 . 价 和 由 , 自 中 产 忆 下 和 骨 售 之 【 计 离 4 等 文 靖 公 类 

稿 $》 疮 二 与 陈仓 论 沉 半 ?)， 而 据 覃 面 所 论 , 宋代 江南 的 早 乔 让 有 是 由 称 【 邮 

“小 和 谷 ")。 因 此 可 见 , 南 未 江南 主 篮 种植 的 是 早稻 。 

141 去 朱 正 梧 交 际 店 条 再 中 研究》 和 .74 一 76 页 ，。 

51 困 半 案 代 的 早 葡 实 孟 上 包括 了 明 请 的 早稻 与 中 禹 。 我 六 知道 ,一 自 到 了 明 本 ,此 

至 僚 《 证 氏家 书 》 这 样 的 重型 农业 技术 专著 者 还 将 中 入 万 伴 足 秃 品 种 的 晚 帮 

当 作 早稻 ! 李 伯 重 :人 天" "地 "大 "的 变化 与 骨 硝 江南 的 水 稻 生 产 #)。 

[6 李 人 共和 恒 : 明 请 江 南 种 舟 密 卢 生 产能 为 初探 3 ,位 天 "地 ”大 "的 这 化 与 明 浓 

订 ' 南 的 水 丽 生 产 光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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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让 | 

宋江 南 肯定 有 -- 些 水 稻 晶 种 是 可 以 与 玫 复 种 的 。 从 现 有 文献 

来 看 ， 这 些 上 品种 到 底 是 哪些 ? 难以 得 知 。 由 此 本 推断 ， 即 使 
有 这 样 的 品种 ， 其 种 植 也 决 不 会 很 老 。 

其 次 , 除 曲 种 外 , 要 实行 稻 志 复种 制 , 还 需要 其 他 一 些 重 
要 条 件 , 例如 耕地 和 排水 良好 , 肥料 供给 充足 , 农 从 时节 人 手足 
够 ,等 等 。 而 在 这 些 方面 ,南宋 时 期 的 江南 (特别 是 江南 平原 ) 
显然 还 不 是 很 充分 。 在 耕地 方面 ， 北 田 英 人 关于 牢 至 清江 南 
生态 环境 变化 的 研究 表明 :农田 寿 夏 积 水 和 过 湿 ,是 宋代 江南 
半 原 的 低 田 地 带 在 生态 条 件 方面 的 两 天 特点 。 而 在 此 情况 
下 ,种 植 过 . 豆 . 油 药 等 旱地 作物 是 很 困难 的 !11。 在 肥料 方面 ， 
从 本 文 前 面 的 分 析 可 见 , 南宋 江南 (特别 是 江南 平原 ) 水 田 施 
肥 并 不 菁 遍 , 甚 全 不 施肥 。 粮 才 复 种 对 土地 肥力 销 耗 很 大 , 必 
须 大 量 施肥 加 以 补充 。 和 否则， 要 长 期 实行 复种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
在 人 力 方 面 ， 稻 妻 复种 制 本 是 -种 劳动 集约 的 生产 方式 ， 特 
别 是 在 夏 、 秋 两 着 作物 收 种 之 时 ， 对 劳力 的 需求 非常 大 。 对 
于 江南 农民 而 言 ， 只 有 在 “ 户 耕 十 亩 ”的 经 营 规 横 下 ， 才 可 

能 有 效 地 实行 这 种 种 植 制度 1。 有 从 下 文 吕 见 ， 南 宋江 南 农 
户 一 般 经 营 规模 为 40 亩 左右 ， 数 倍 于 上 述 适 当 经 营 规 模 。 

户 耕 40 亩 而 昔 一 年 二 必 ， 从 人 力 供求 关系 来 看 ， 是 一 个 普 
通 农户 难以 胜任 的 。 此 外 . 在 低 湿 稻田 种 麦 的 关键 性 技术 措 
施 一 一 起 过, 在 南宋 也 还 未 出 现 (3j。 

因此 ,尽管 下 一 些 关 于 稻 表 复种 制 的 记载 ,但 事实 上 这 种 

种 植 制度 在 南宋 江南 实行 得 很 有 限 141。 南 宋 人 对 稻 困 种 吉 的 

[1 北 田 英 人 :《 末 元 明 请 中 国 江南 一 角 训 床 业 他 和 化 二 腰 村 手工 业 代 困 相 碗 
放 研 认 ,第 1 看 。 

[2] 李 伯 重 : 妨 人 糙 十 亩 "与 明 祖 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模 》。 

[3] 黄 霸 : 芮 拭 日 朱 ?》 碍 七 十 作 《 感 入 士 年 中 秋 劲 种 志文 ?说 :种 麦 ,* 册 起 而 作 和 孔 

亦 可 种 , 犁 地 而 揪 了 亦 可 种 "。 可 见 当时 种 硒 ,采用 的 是 灾 神 和 撒 种 ， 

[4 上 游 钳 需 芝 占 闫 贡 古 线 》. 



态度 , 也 表明 了 这 一 点 。 种 麦 之 劳 , 远 不 上 种 舟 , 黄 震 已 育 之 

甚 明 !11。 但 奇怪 的 是 ,1245 年 余杭 县 令 因 “十 泽 衍 期 ,地 才 基 

巨 ”， 请 劲 民 红 种 及 .了 桶 .、 豆 志 之 属 ,但 却 考虑 到 “和 神 硝 则 贰 

少 利 密 , 薪 种 则 过 多 利 少 ”, 怕 农民 在 积极 啊 应 , 左 配 谏 黄 序 

特 为 礁 请 朝廷 子 以 免 麦 租 之 优惠 021 ,如果 我 们 专 碟 到 以 上 所 

倍 的 江南 农 牙 过 混 状 狗 ， 农 民 的 这 种 看 法 其 实 并 不 育 人 性 。 惠 

兴 西 部 连接 潮州 的 部 分 ,在 江南 半 麻 上 并 不 算 真 正 的 低 田 地 

带 上 -但 是 在 南宋 后 期 ,依然 是 “者 十 多 则 耗 ,. 梅 濠 盛 则 己 有 ， 

捕 身 宜 早 而 反 组 ”141。 田 水 过 才 ， 种 植 作物 时 就 必须 人 工 排 

水 ,而 这 是 很 辛苦 的 工作 031。 在 此 情况 下 ,要 种 翅 当 然 是 “ 劳 

煞 利 少 " 子 。 因 此 之 故 ,直到 元 初 , 霹 兴 种 麦 仍 很 少 ,以 全 农民 

需要 才 面 时 , 示 要 用 米 到 市 律 中 去 区 换 16 。 

到 了 元 代 , 江南 农田 改良 的 进展 、 中稻 种 植 的 普遍 .、 肥料 使 

用 的 进步 等 ,都 促进 了 这 种 种 植 制 庶 的 普及 推广 -换言之 , 汀 南 水 

入 生 产 中 各 种 要 束 的 变化 ,可 以 说 都 集中 地 表现 在 这 个 普及 上 。 

此 外 ,对称 田 种 麦 至 为 关键 的 起 过 技术 .也 出 现 于 此 时 期 1。 起 过 

[11 芝 黄 氏 唱 披 ?着 七 十 败 * 感 入 七 年 中 秋 劲 种 南 误 ?六 :用 种 稍 , 巴 用 中 寿 热 和 , 须 

用 负 二 诊 电 . 必 壹 则 和 不 恕 . 吕 悉 而 种 ,天气 未 赛 ; 厢 页 邵 旦 无 气 末 热 ， 和 于 上 

二 :于 脚 不 站 学 ; 负 蕊 而 作 阐 亦 可 种 .: 课 邮 而 撒 于 还 可 御 、 是 老 立 事 其 号 也 。” 

[2 节 宋 再? 卷 一 七 三 食 货 去 妆 上 六 。 

[31 芒 视 5 语 淫 志 打 引 有 光绪 节 站 门 县 志 着 一 食 货 ). 此 钼 所 说 的 " 田 势 性 F "的 事 

兴 西 名 信 接 德 清 . 归 安 之 二 者 ,在 整个 江南 平原 .还 不 算 直 止 的 舟 田 地 带 。 

在 了 时代 后 期 ,从 张 贱 祥 必 补 农 书 3 来 重 , 相 考 作 制 在 这 里 已 全 面 荫 及 。 

[4] 入 坑 4 语 裤 志 让 .5 引 自 区 铺 芭 石门 县 志和 振 二 食 商 。 

[5 贡 且 大 # 石 炙 居 士 诗 系 # 卷 .二 七 & 思 时 田园 休 尖 ?之 《看 日 有 田 固 困 兴 》, 肾 生动 

地 描写 了 南宁 荔 州 记 民 簿 田 序 水 的 辛 劳 :“ 下 田 序 水 出 江 流 ， 商 更 翻 放 闭 上 

询 。 地 势 不 齐 人 人 力 尽 ,村 男 长 在 团 桔 头 -“ 

[8 见方 回 六 纺 古 今 考 # 卷 十 从 E 附 班 国 让 井上 轩 百 让 册 具 岁 出 》。 

171 $ 工 相 农 书 j 农 村 通 诀 提 之 二 展 耕 簿 第 一 说 : 南 太 小田， 高 田 早 , 上 八 月 燃 桂 而 

媒 之 .以 御 一 南 其 沽 :起 借 必 上 轩 .两 睛 之 问 自 筷 一 区 -一 且 畔 毕 . 以 蔓 民 蕉 其 畏 ， 

搜 利 其 水 , 谓 之 肯 涧 一 直上 既 蛋 . 线 后 平 沟 莱 , 蔓 求 深耕 , 众 亩 之 再 拖 押 志 

T[ 革 寻 可 第 库 茹 8] 二 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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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Dszl) 肖 党 贾 于 站 上 师 台 沿 鹏 

1 人 5 全 [ 

技术 的 出 更 与 铁 拱 的 使 用 有 密切 关系 ,内 为 在 土质 糙 重 的 江 

南 绊 原 低 田地 带 的 水 田 ， 只 有 使 用 铁 搭 才能 有 效 地 控 这 海 和 

起 凤 f1。 由 于 这 些 变化 ， 禄 麦 一 年 一 作 制 较 表 增 多 了 1。 不 

过 ， 交 的 来 看 ， 在 低 田 地 带 ， 鄙 然 稻 考 复种 较 过 去 增 密 ， 介 是 

仍然 很 有 限 。 暴 型 的 例 千 是 潮州 东部 。 这 里 本 属于 江南 半 岂 的 

低 田 地 辟 ， 南 宋 后 期 内 “上 田 势 低下 弗 慎 ( 麦 、 妹 ) 3。 北 机 

英 人 曾 据 14 世纪 初 赵 击 频 《 松 雪 帝 文集 》 着 - 《吴兴 髓 》 

中 的 “ 宿 才 再 收 ， 杭 稻 所 便 ” 之 评 ， 队 为 此 时 湖州 东部 已 有 入 

玫 复 种 。 但 从 越 氏 的 《 耕 织 图 许 》 中 所 述 农 作 情 况 来 看 ， 煤 和 

吉 并 不 是 种 在 同一 据 土 地 上 ， 因 此 不 能 就 说 基 称 毒 复种 同 ， 总 

的 末 说 ， 记 如 王 想 所 言 ， 在 匹 代 江南 ， 柄 麦 复种 仍然 主要 集中 

在 “高 鳃 ”151。 

在 明代 初期 , 稻 才 复种 制 进 : 步 普及 15。 但 是 厢 低 出 也 

带 ,大 部 分 水 由 仍然 还 末 实 行 舟 考 复种 . 位 于 谋 南 核 心地 区 

的 苏州 府 ， 明 初 田 赋 中 的 素 , 总 数 不 过 6 万 余 石 , 尚 不 及 和 孔 

粮 税 来 215 三 石 的 3 负 。 全 是 这 人 么 少数 量 的 才 , 也 还 是 改 收 

布 - 其 原因 , 宣 德 时 人 找 的 知府 总 钾 己 说 得 很 洲 禁 : 窗 见 本 大 

各 凑 田 地 ,及 其 低洼 ,种 考 者 少 , 故 息 麦 鲜 少 . 洪武 年 闸 因 地 

LI11 办 禾 邯 ,中 喇 和 大 作 末 ,14 和 页 。 

[21 ， 半 二 元 代 沁 南 梢 南 复 种 此 情况 ,参阅 北 肯 美人 :宋元明 东 中 国 汗 南 三 前 训 舟 

党 吃 表 化 土家 村 和 于 工业 他 | 震 车 吕 葬 展 斌 守 ? .第 可 第 1 节 。 

131 评 祝 芝 请 混 志 .3 引 日 天 靖 石 了 县 去 ? 郊 二 请 货 。 

[4] 据 赵 和 好 4 耕 织 图 诗 $" 糙 十 二 许 "( 收 于 王 潮 生 主 锋 :中 国 而 代 糙 织 图 》， 

1q 一 195 页), 家 民 -月 糙 翻 土地 ,四 月 彼 秋 , 六 月 冰 男 .水 月 收 和 ; 呵 五 月 则 

老 束 收 毒 .. 可 见 稻 . 志 并 未 种 于 同一 块 糙 地 之 上 。 只. 该 诗 也 并 未 说 到 何 时 种 

志 .而 说 在 十 月 * 贤 望 四 时 空 .其 粘 放 在 场 ”。 因 此 那里 农民 虽 状 和 神 才 " 丰 是 与 

稻 复 种 ] ,在 种 植 禄 汪 。 

[5 费 阐 此 田 英 人 交 床 元 明 清 中 国 江 岩 二 角 洲 农业 把 和 进化 上 上 肝 村 手工 业 民 | 展 手 

五 褒 展 研究 ,第 1 章 ， 

[5 北 目 美人 大 :上书 ,第 2 章 第 二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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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税 ， 部 定 每 才 一 石 一 升 折 政 愧 布 - 匹 ， 民 间 得 以 自 织 笨 

纳 - “110 疯 氏 说 苏州 “ 夏 素 鲜 收 ”, 范 金 民 与 夏 维 中 认为 是 夸 

大 其 辞 . 实际 上 到 1420 年代 后 期 苏州 种 麦 已 椒 少 [21。 不 过 

可 以 肯定 的 是 , 入 表 复种 制 在 江南 的 全 面 普及 , 是 一 个 长 示 

数 百 年 的 过 程 ,直到 清 代 中 期 方 告 结 束 !31,. 明 初 江南 稻 表 复 

种 较 宋 元 有 相当 增加 ， 但 基 进 -- 步 的 增加 仍然 有 待 于 各 种 

条 件 的 继续 改善 。 

五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民 经 营 方式 的 变化 

在 和 人 11. 耕地 和 技术 发 生 蛮 化 拘 同 时 ,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广 

式 也 发 生 了 意义 这 远 的 变化 。 这 个 变化 累及 的 铬 的 方面 ， 例 

如 和 人 司 制 度 .商业 化 .农村 工业 ,等 等 。 在 这 里 ,我 们 仅 所 选 其 

中 的 机 个 方面 来 进行 兰 察 ， 这 两 个 方面 就 是 农民 的 经 芒 规 模 

和 农田 的 生产 能 方 。 之 所 以 挑选 这 两 个 方面 ， 一 则 因为 它们 

本 号 就 是 经 彰 方 式 的 主要 内 容 : 一 则 也 因为 在 过 去 的 研究 中 ， 

学 者 们 对 这 商人 个 启 面 的 变化 比较 忽视 ， 阿 且 还 有 - 些 错误 的 

看 法 . 

(一 ) 经 营 规模 的 变化 

虽然 经 营 规 模 问 题 是 农业 经 济 史 赋 究 中 最 重要 的 问题 之 

一 但 育 怪 的 是 ,在 过 去 关于 江南 农业 经 济 史 的 研究 中 , 式 管 

[il 和 也 本 守 佛 #$ 崔 点 2 由 请 党 抛 芒 粮 芝 而 税 笠 主讲》 

[2] 范 金 民 与 夏 维 中 入 苏 放 上 昌 区 社会 经 济 史 祷 明和 请 崔 ).72 73 页 - 

[31 和 李 伯 硬 : Herirntarad 中 eetopment inngnrq，120 -1850. 第 3 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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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1 有 济 狂 下 站 贱 油 沸 帅 

[ DOs81 

许多 普 作 都 涉及 这 个 疝 题 ， 但 是 专门 讨论 的 论著 却 不 才 。 因 

上 尽管 大 堵 数 学 者 都 认为 【或 倾向 于 认为 ) 自 南宋 以 来 江南 

农民 经 营 规 模 狭 小 (有 的 学 者 其 至 将 经 萌 规 模 狂 小 帘 为 宋 以 

后 江南 农业 停 汪 的 主要 原因 ) ,但 事实 上 这 种 看 法 并 未 和 公 过 论 

证 ,只 是 一 种 假设 而 已 。 

至 少 自 唐 代 以 来 ， 江 南 的 农业 生产 就 是 以 单个 的 小 农家 

的 

尽管 由 于 上 于 地 所 有 往 的 不 同 , 有 大 地 产 与 小 地 产 之 分 , 但 

风机 方 共 末 。 友 地 产 上 的 咎 家 与 小 地 产 上 的 白 寿 农 , 都 同 

样 是 以 家 庭 为 生产 单位 ,并 没有 什么 差异 。 因 此 我 们 在 讨论 农 

业 中 的 经 营 规 模 问 题 时 ,没有 必要 对 农民 的 身份 作出 区 分 。 

赤 末 .元 代 和 明 初 ,江南 一 个 农 彤 平均 耕种 志 少 功 地 ? 首 

先 ， 我 们 先 根据 祝 方 人 口 和 耕地 数字 来 作 一 个 粗略 的 估计 。 

杞 后 再 根据 其 他 文献 以 及 今日 学 者 所 必 的 各 种 推测 ， 来 作 进 

一 步 分 析 。 

渠 康 范 收 集 了 南宋 一 些 地 方 户 均 耕 地 数字 ， 其 中 有 关 江 

南 者 如 下 (5 表 9) : 

人 单位 : 讶 

1190 一 1194 年 

i228- .1233 年 

1260 -- 1264 年 

] 280- 一 1264 年 

1260 一 1264 年 

1260 一 1264 年 

1260 一 1264 年 

1260- -1264 年 

据 凌 康 茫 区 南宋 的 家 村 径 济 + ,100 一 106 页 。 

*# 原 己 过 耕地 数字 中 的 小 煞 点 后 部 分 ,已 氛 四 瑚 下 人 原则 赂 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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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 氏 并 总 结 说 : 在 属于 后 能 地 区 的 江阴 梧 ， 户 均 赫 

地 较 涌 ; 而 在 属于 平原 的 平江 府 、 喜 兴 府 及 平原 、 匡 陵 

各 半 的 建 康 府 ， 户 均 耕 地 较 和 多, 在 30 余 亩 至 4 人 有余 记 之 

闻 111。 

下 代 有 关 数 罕 很 少 , 这 里 我 们 人 能 根据 全 顺 《 镇 江 志 少 中 

的 数字 ,算出 镇 江 府 的 户 均 耕 地 数 ( 表 1D) : 

玫 10 

所 至 顺和 镇 江 志 # 郑 三 户 日 与 郑 五 总 属 。 田 地 数 系 " 田 " 与 "地 " 浆 之 和 , 忆 埃 

系 上 闭 叫 之 孝 。 

明 初 的 情况 比较 清楚 。 从 短 和 理 使 用 明 官 官方 人 口 与 耕地 

数字 ,得 出 江南 各 府 人 均 耕 地 面积 如 下 ( 表 110) : 

局 ET 
ED 本 到 国 本 

高 府 | | 潮州 府 了 .55 

据 从 短 香 区 论 明 找 江 南 地 区 的 人 口 畜 诺 下 其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影响 》。 

检 放 局 2 
镇 江 府 7 了、36 国生 .5.0 

3.88 

依 后 文 所 言 , 明 官 江南 一 户 平 雪 约 有 5 口 ,那么 我 们 就 可 

以 得 知 明 初 江南 每 户 平均 拥有 耕地 的 数量 为 ( 表 12): 

[11 梁 广 苍 芭 南宁 的 农村 经 济 ?》,100 一 106 页 . 不过, 桶 氏 说 江阴 属于 丘 辽 地 区 而 

建 康 属于 平原 .丘陵 者 半 地 区 并 不 符合 坦 实 .因为 愉 虚 的 地 理 范围 来 君 ， 江 明 

昌 蝴 于 长 如 褒 岸 商 硬 地带 . 但 公关 是 江南 平原 的 - -部 分: 填 康 刚 属 于 宁 慎 丘 

了 地 区 : 知 赔 李 伯 重 : 节 明 清 江南 农业 资源 的 合理 利用 ?。 

一 习 时 惠 

JWT 学 芥 颁 蓝 库 订 et| 汕 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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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38&1L 一 0Sz1L 和 于 机 到 门 训 示 尚 峭 

户 坟 耕 地 圾 

* 了 护 得 户 均 基 地 娄 字 中 的 小 获 点 后 部 分 ,已 据 下 作 五 大 原则 略 去 、 

对 比 表 9, 表 10 和 表 12,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 在 宋 . 明 都 有 数 

字 的 建 康 (应 天 ) 府 , 宋 示 与 骨 审 户 均 耕地 数 您 化 不 大 , 仪 有 轻 

投下 降 。 但 在 尝 亭 (5 松江) ,. 自 南宋 中 期 到 明 初 , 户 均 赫 地 数 况 

减少 了 - 半 雪 。 而 在 镇 江 府 ,从 元 代 中 期 到 明 初 , 户 均 耕地 数 

反而 有 轻 徽 上 升 -这 些 情况 .如 与 表 1. 大 3 和 表 S 中 所 表现 出 

来 的 情况 相 比 较 ， 可 以 看 出 人 口 变 化 与 户 均 耕地 数 灾 化 趋向 

是 大 性 一 致 的 。 

当然 ,由 于 官 三 人 01 与 耕地 数 子 不 完全 和 不 可 和 苇 , 我 们 还 

天 参照 其 他 文献 进行 研究 。 在 这 方面 ， 宋 史学 者 们 已 提出 了 

不 少 看 法 。 但 是 由 于 各 位 学 者 所 用 资料 和 观点 的 不 同 ， 他 们 

对 于 这 个 问题 的 看 法 也 常常 自 相 站 盾 。 鲍 如 ， 傅 宗 六 估计 来 

代 汀 南 一 个 荔 动 力 可 以 耕种 水 团 20 一 加 亩 届 -但 黎 田 箭 子 和 

草 野 靖 却 认为 宋代 稻 农 一 户 最 低 经 营 面 积 为 30 亩 局 。 潜 供认 

为 宋代 两 浙 路 大 部 分 农 虹 的 耕地 数 在 19.5 一 纯 调 以 下 《 李 未 

说 明 是 北宋 还 是 南宋 ,不 过 看 来 是 南宋 )。 但 是 在 同 - 基 作 中 ， 

他 交合 计 南 宋江 南 - 户 农民 通常 种 团 30 一 50 亩 !31。 而 他 所 引 | 

用 的 - 些 例 子 , 还 表明 : 些 农民 种 田 之 数 大 太 趣 过 此 数 呈 .要 

[1 傅 宗 亦 过 洲 作 草 市 铀 研究 省 ,306 和 幢 ， 

12| 和 那 田 包子 姑 朱 找 辑 村 后 下 竺 卢 上 六 和 志和 草 晤 靖 交 末代 贰 田力 合 人 必 形 仍 》， 

13] 事 合 :8 宋代 地 入 员 ?9.74.218 一 219 由 : 

[4] 盎 虑 所 下 用 的 例 了 如;: 常 热 央 民 过 世家 种 由 扣 高 ,嘉兴 个 农 狂 七 种 日 大昌 

让 ,等 芍 ( 缸 斌 区 宁 代 经 和 济 虫 》,331,.1204 由 ) ， 



上 席 谢 则 认为 :“ 南 宋 时 期 ,一 个 安 人 有 能 力 经 萌 30 亩 的 于 地 ， 

而 事实 上 许多 农民 所 经 营 的 耕地 面积 , 远 小 于 此 一 数字 。 " 消 

旬 雪 当 呢 ?他 又 说 本 在 人 11 集 下 的 江 . 浙 . 闽 . 昔 等 地 区 

一 户 所 经 和 营 的 土地 其 至 只 有 数 志 或 十 作 直 。”111 不 过 这 个 看 

法 显然 与 他 前 面 表 列 的 情 闹 上 大庆 论 柑 芋 冲 亮 :综观 以 于 情 

泥 ,我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结论 :在 上 南 拉 后 斯 的 江南 , 每 户 农 民 平 

均 大 约 有 耕地 30 一 5 各 二 之 间 。 取 其 后 数 , 每 个 农户 平均 有 重 

40 亩 左右 。 我 们 认为 这 个 数字 应 当 基 较为 接近 实际 的 。 

元 代 情 况 较 为 不 清 。 据 有 限 的 记载 来 看 ， 人 在 汗 南平 原 

二， 家 民 实 际 户 均 种 田 面 积 比 南 末 有 所 减少 ， 据 宋 木 匹 切 方 

加 的 记述 ,在 嘉兴 一 带 ， 一 农 可 耕 今 田 三 二 让 ”144.， 而 稍 后 大 

喜 介 《 温 灾 行 训 诗 1431, 在 114 世纪 初 的 松江 商用 邮 带 , 官 由 上 的 

个 农 .一 卢 种 田 也 正好 是 30 亩 。 苦 与 该 地 (水 华亭 县 ) 在 南宁 

中 期 户 均 耕 地 数 48 声 相 比 , 尚 不 吕 后 者 的 273- 因 此 可 以 祖 楚 

地 看 出 农户 平均 耕地 面积 在 缩小 ， 

到 了 明 官 ,尽管 元 末 人 1 的 减少 应 当 使 得 户 册 耕地 增加 ， 

但 江南 平原 上 家 户 平均 种 地 数量 减少 的 趋势 部 蛮 得 更 加 明 

显 。 例 如 , 据 明 代 宣 方 统计 数字 ,1393 年 苏州 府 每 户 平均 有 上 田 

地 21 市 ,因此 每 个 农户 平均 种 田 应 在 20 亩 以 上 ,. 伺 是 在 占 苏 

州 耕 地 70 移 以 上 的 官 昌 上 ,个 家 每 户 种 田 数 却 在 2 调 以 下 。 

洪武 时 .政府 授予 太仓 8986 户 人 民 凡 官 田 ,标准 是 “见于 授 田 

十 六 宙 ”[4]。1398 年 将 常熟 县 官 册 分 给 军士 地 种, “每 军 爱 田 

-十 二 和 宣 或 一 十 互 调 "0。 一 户 个 家 个 种 官 再 数量 的 上 限 , 牙 

[HU 庚 唐 邯 地 南宋 的 宪 村 既 济 了,125 155 贾 - 

[2 记 回 芝 纺 下 窜 普 ? 状 十 入 芭 卫 论 碍 出 计 并 BT 之 入 种。 

131 见于 陶 宗 世人 轰 拓 六》 郑 -一 检 田 岗 ”， 

[4 赐 相 过 与 行 在 户 部 族 公 书 $, 临 子 & 骨 绎 世 训 编 $ 痊 一 二 一， 

[51] 混 钟 《 迪 太 村 集 3 夸 从 《请 车 田 仍 由 例 民 个 讲 $ 

了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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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规定 最 区 为 39 亩 [11。 共 现存 的 个 别 实 例 来 看 ,农户 平均 种 

外 数量 也 确实 在 减少 。 例如 , 按 明 初 的 官方 统计 数字 ,松江 府 

每 户 平 多 有 由 地 21 调 ， 而 洪武 初 年 松江 华亭 县 农民 孙 慎 

-- 察 四 口 ,所 种 全 是 官 田 , 共 19.8 亩 [21, 了 刚好 达到 此 平均 水 平 

而 人 避 芒 元 伐 辐 地 官 田 但 家 种田 数 的 273。 

因此 , 我 们 可 以 认为 : 宋 末 多 时 初 , 尽管 人 口 和 耕地 的 数 

量 玉 其 引 便 变化 不 :， 人 也 谍 南平 原 上 的 农民 疡 均 种 团 数 量 确 

出 现 了 下 降 的 赵 势 。 从 上 面 的 估计， 可 知 在 江南 平原 上 -个 

农户 平均 种 由 的 数量 , 南宋 后 期 约 为 和 刻 , 无 代 中 期 的 汶 30 

亩 . 而 明 初 则 约 为 20 亩 。 与 此 相对 照 , 在 江南 西部 的 正 陵 山 

他, 嵌 宋 未 至 明 初 ,农民 户 殉 耕地 数 变 化 并 不 很 大 , 看 来 都 在 

40 和 直 F 下 : 例如 ,至 鸯 时 镇 江 了 路 每 户 平 多 有 田地 34 亩 .与 相 

邻 的 建 康 府 在 南宋 时 的 平均 数 差 不 太 老 ， 因 此 和 佑 计 在 宁 未 和 

元 未 之 间 变 化 不 很 天 ;而 明 初 该 府 ( 镇 江 府 ) 户 均 耕 地 数 为 37 

亩 ,相差 也 不 很 天。 建 康 府 ( 点 天 府 ) 的 户 震 耕地 数 ,未 末 到 明 

初 众 37 调 降 到 31 声 -。 较 之 江南 平原 上 的 变化 ,这 个 减少 幅 庶 

也 颅 为 有 限 。 由 此 可 见 , 这 丙 府 的 户 幸 耕 地 ,和 白水 末 全 明 初 ， 

都 是 3 一 40 亩 之 问 - 如 果 除 去 城市 大 口 和 乡村 中 不 薄 动 的 人 

日 , 那么 每 个 农户 平均 有 田 数 ,肯定 要 毅 -- 些 .因此 我 们 可 以 

认为 太 约 在 40 市 上 下 。 黄 震 说 :“ 浙 右 之 地 , 莹 江 必 山 , 如 镇 

江 .江阴 及 常州 之 晋 陵 、 武 进 , 箱 和 江 而 东 , 岗 脉 隆起 ,地磁 而 多 

干 。” [3 因为 这 个 地 区 水 土 状 况 及 农 人 方式 等 变化 不 像 低 田 

地 带 那 样 大 ,所 以 每 个 农户 平均 耕地 面积 比较 稳定 ,是 可 以 理 

解 的 。 这 里 我 们 要 问 的 是 : 为 什么 江南 平原 上 家 户 的 经 营 规 

模 会 出 现 缩小 的 趋势 呢 ? 

[1 《 明 世 罕 和 实录》 着 二 十 七 。 

121 山 夭 坊 一 户 帖 打 收 于 天 局 # 半 壮 县 志和 合十 所 全) 

[3 贡 怖 & 疯 氏 日 抄 ? 着 书 上 二 k 申 澳 控 酝 改 差 充 这 田 所 干 办 公事 省 札 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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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歼 普 通 农 户 种 由 数量 减少 的 主要 原因 有 二 . :是 家 应 

规模 的 变化 ， 另 一 是 农民 生产 能 方 的 安 化 。 下 面 我 们 就 来 看 

-- 看 这 些 变化 。 

第 一 ,农民 的 经 营 规模 与 其 家 庭 规模 有 密切 关系 ,因此 在 

讨论 宏 民 经 缘 规 模 变 化 的 问题 上 时， 我 们 必须 天 清 -个 普通 农 

户 的 家 庭 规模 有 铬 大 。 一 般 而 言 ,一 个 六 通 的 小 农家 庭 , 仅 包 

括 :对 去 妇 上 及 其 未 成 年 (或 未 成 家 )} 的 子女 和 责 失 了 劳动 能 力 

的 父母 。 但 是 农民 过 庭 规模 并 不 是 … 成 不 变 的 ， 因 此 来 林 至 

明 初 江南 农户 家 许 规 模 究 竟 如 何 ” 是 理发 生 过 什么 变化 ? 都 

述 频 讨论 。 

由 于 宋代 的 户口 统计 通常 只 涉及 “] ” 《( 委 上 和 女 丁 )， 所 

以 南宋 江南 官方 户口 数字 中 人 日 数字 ， 共 不 能 代表 算 正 的 人 

口 。 - 户 平 均 到 底 有 和 多少 人 ?一 些 宋 史学 者 进行 了 考证 .其 中 ， 

何 忠 礼 试 为: - 般 地 说 ,来 代 每 户 约 有 2 个 “成 本 ,加 上 “不 成 

丁 ”, 男 吕 区 有 3 人 :再 加 上 妆 F, 苞 大 数 约 有 5 一 6 人 1 但 是 

据 何 氏 所 引 史 料 ， 江 南 每 户 平均 口 数 天 太 超 过 这 个 全 国平 均 

数 。 例 如 北宋 中 期 的 入 州 晋 陵 其 ,有 上 户 2 万 ,本 10 万 ,平均 每 

户 有 ]sS 大 ， 加 上 其 他 (不 成 于,， 辫 日 等 ) ， 一 户 当 有 10 

人 以 上 1。 而 在 融 邻 杭州 的 明 州 达 溪 县 , 南宋 后 期 平均 一 户 

有 ?7.5 人 人 fi。 梁 庚 车 认为 南宋 农村 每 户口 束 大 约 包 在 4 一 10 

所 之 间 -。 得 从 他 所 收集 的 13 个 数字 来 看 ,临安 府 饥 民 每 户 平 

均 人 数 16 人), 高 于 大 密 数 江南 以 外 的 地 方 饥 民 每 户 平 均 人 

数 141， 因 此 江南 等 户口 数 应 当 在 4 一 1 口 的 范围 内 居于 信 上 

[1 柯 忠 礼 巡 宋代 户 部 人 口 综 计 问 题 的 再 郴 讨 》。 

[2] 胡 宿 过 交 菩 迪 3 只 二 二 五 弗 州 久 陵 县 开 准 淮 记 3 各 据 区 是 光 匣 乱 公 集 ? 闪 十 

杂事 ,. 苏 晤 之 祖 , 康 得 一 奸 . 片 云 其 家 有 十 人- 

13| 宝 记 必 四 上 明志》 状 五 . 卷 十 六 引 削 和 污 二 过 委 言 明 州 兹 和 县 三 门 字 

[41 多 庚 范 : 南 求 的 农村 经 简 $,82 走 ， 这 413 个 歼 字 见 80 一 8 页 志 折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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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位 。 傅 未 文 则 认为 末代 农民 家 庭 人 口 数 有 增加 的 趋势 ， 一 

家 10 口 是 常情 - 而 簿 其 所 引 忠 料 中 ， 关 于 南宋 江南 的 农家 

者 又 居多 上 数 IU- 因此 ， 太 人 而 言 ， 在 南宋 后 期 的 江南 ， -个 

普通 农户 的 于 网 大 11 在 511 以 上 :而 其 中 的 成 年 劳动 力 ,大 的 

有 3 大 。 

四 中 料 夫 笃 ， 元 代 的 情况 很 不 清楚 。 从 干 逢 描写 松 沪 局 

泥 座 棉纺 织 业 的 许 句 "二 口 勤劳 指 状 直 " 来 看 0 ,农户 的 规模 

候 然 普 谢 较 大 。 据 至 顺 必 镇 江上 志 》 着 一 户口 中 的 数字 计算 , 竹 

户 半 均 有 6.1 大 (1 著 户 ) 和 5.7 大 ( 民 户 )。 从 这 些 排 测 ,元 代 

沪 南 每 个 农户 的 平均 让 数 , 可 能 与 南宋 石 期 相差 不 多 。 

到 了 上 明 初 ,情况 变 得 比较 铺 楚 了 。 竹 官方 统计 数字 ,苏州 

府 1331 年 每 户 平 均 有 4.15 人 人 ，1376 年 有 4.32 人 ; 松江 府 

139%t 年 每 户 有 4.82 大， 司 - :年 常州 府 有 4.36 人， 杭州 府 有 

3.78 人 。 因 此 明 初 江南 每 户 人 口 ,大 性 上 在 45 人 之 间 。 也 

就 是 说 ,江南 -个 普通 农户 的 总 大 口 , 约 为 和 0T。 这 种 规模 ,在 

明 清 和 近代 江南 没有 允 大 变化 所 以 在 江南 ,所谓 “五 口 之 

家 ”的 家 庭 规 模 ,实际 是 从 明 初 才 形 成 的 。 基 中 主要 的 农业 和 拖 

于 力 , 就 是 这 个 家 庭 中 的 吉 去 和 邦子 131。 

农民 家 许 却 模 的 变化 (特别 是 家 庭 中 主要 劳动 力 估 数 的 

变 亿 ), 对 农户 的 经 营 规 模 ( 邯 - -个 家 麻 农 场 的 规模 ) 的 变化 ， 

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。 一 个 劳动 万 耕种 田地 的 数量 ， 当 然 比 两 个 

劳 雪 力 要 多 。 如 前 所 述 ， 南 宋 后 期 江南 平原 上 一 个 农户 大 约 

种 用 旭 亩 ,元 代 30 亩 .而 明 初 2 如 衣 :; 明 初 数 仅 为 南宋 后 期 数 

之 半 , 奶 果 以 每 个 劳动 万 计 ,那么 南 朱 后 期 应 为 13 雷 , 明 匀 为 

I0 亩 ,大 约 关 消 了 173。 匹 代 则 介 平 其 中 。 

[il 傅 宗 立交 宁 代 章 市 镇 朵 完 ,305 而 。 

12] 于 逗 $ 酌 溪 货 》 状 七 & 半 古 鞭 。 

131 李 相 车 ,信和 林 十 雪上 与 明 铺 江南 志 民 的 纤 营 规模 字 。 

韦 7 了 



第 一 ,决定 农户 经 萌 规 模 的 -- 个 主要 原因 ,是 农户 的 耕 

作 和 能力 。 各 种 特定 的 生产 方式 ,都 要求 相 应 的 经 营 却 模 .。 反 过 

来 说 , 某 - -特定 的 经 营 规模 ,是 由 农民 在 某 -~ 厘 必 方式 下 的 生 

产能 力 所 奖 定 的 。 

如 明和 所 放 , 直 到 明代 后 期 ,江南 平原 大 部 分 地 区 仍 实行 水 

称 一 年 一 作 制 .而 在 这 种 耕作 制订 下 ,一 个 农户 (有 去 妇 两 个 

劳动 力 ) 如果 无 牛 , 可 种 入 25 肯 上 下 ;和 戎 是 有 牛 , 则 所 能 种 者 

还 要 更 锡 。 但 是 在 水 稻 与 春花 轮作 的 “新 一 年 一 作 制 ”下 ,一 

个 成 年 男 劳 力 只 能 耕种 10 亩 上 上 下。 如 果 超 过 了 10 亩 ,农民 就 

无 力 耕 种 . 只 好 将 超出 的 部 分 册 得 1。 因此 农户 耕作 能 力 的 

上 四 , 关 定 了 其 经 营 规模 的 上 限 : 在 水 条 一 年 一 作 制 下 ,可 以 

到 20 调 以 上 ; 而 在 水 舟 与 春花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下 , 则 大 约 为 10 

亩 。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一 个 农户 平均 耕 田 20 市 以 上 ,是 符合 当 

时 农民 生产 能 力 的 .进一步 来 在 . 南 来 江南 一 户 农 民 一 般 种 田 

40 让 左右 ,也 与 当时 家 庭 规模 较 大 有 关 ， 末了 了 明 初 ,家 庭 规 黎 

变 小 ,同时 也 由 扩 稻 南 复 种 制 比 以 前 进一步 普及 ,一 个 普通 家 

户 平 均 种 由 数 减 少 到 2 调 或 2 亩 略 才 ,也 呈 符 台 膛 悍 的 。 至 

玉 处 二 这 两 个 时 期 之 间 的 元 代 , 农 户 耕 男 数 也 应 当 介 于 其 中 ， 

因此 方 回 二 会 说 "一 家 可 耕 今 田 如 家”“。 到 明代 中 期 以 后 ( 特 

别 是 清 代 )》, 随 着 妇女 之 转向 手工 业 和 每 对 业 , 大 困 农 作 越 来 

越 蛮 成 男子 的 专业 ， 因 此 农户 的 经 曹 规模 也 逐 尖 只 与 鼻 于 的 

耕作 能 力 有 关 。 在 此 情况 下 ， 农 卢 的 种 四 面积 进一步 缩 闫 。 

作为 其 结果 ，“ 一 夫 十 诗 ” 遵 成 为 江南 农户 的 标准 经 营 规 模 

模式 (2] 。 

[1 李 伯 重 坟 忆 销 哇 期 江南 水 机 生 产 旨 的 程度 的 握 商 3. 人 圭 二 雷 ” 与 明 铺 ?z 南 

家 氏 的 舒 意 规 殴 站 ， 

[2 率 花 重 : 人 5 人 人 耕 二 调和 汪 电 稍 江 南 案 民 的 经 营 规 异 》 .你 从 “去 如 并 人 放 ”" 到 " 男 笛 

荨 钢 " 和 。 

StTT 3 [ 芝 淋 亚 疼 样 PE] 证 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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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的 人 一 各 2 和 和 尝 卓 对 门 训 下 沙 峭 

从 本 质 上 看 ，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户 平均 种 田 数量 逐渐 下 

降 的 现象 .表现 了 农民 对 基 佳 经 营 规模 的 追求 。 我 们 知道 ,只 

有 在 最 佳 的 经 营 规模 下 ， 才 能 获得 最 大 的 经 济 效益 。 但 是 在 

研 实 农业 经 若 规 模 的 问题 时 . 我 们 还 应 妆 注 意 到 :首先 , 任何 

一 种 娆 有 的 农业 经 营 攻 模 ,都 旦 各 种 竺 定 条 件 的 产物 ,因此 所 

谓 " 最 佳 经营 规模 ” ,并 不 是 一 个 一 成 不 变 的 概念 。 相 反 ,由 于 

洗 种 和 菜 件 处 于 不 断 和 变化 之 中 , 这 种 “最 佳 经 营 其 模 ” 的 标准 也 

因 时 因 地 而 异 。 其 次 ,即使 是 和 在 近 找 以 前 的 中 国 ( 特 别 是 在 经 

评 发 过 、 商 业 化 水 准 商 的 江南 地 区 ), 农民 为 了 获得 最 理想 的 

经 六 柳 益 , 也 在 不 断 地 努力 追求 某 种 最 佳 经 营 规 模 - “凡是 现 

实 的 都 是 合理 的 ", 从 此 意 关 上 来 说 , 每 个 时 期 和 地 区 农民 的 

经 萌 规 模 ， 相 对 于 其 所 处 的 特定 和 荣 件 而 谊 ， 都 可 以 说 是 在 间 

“最 佳 经 营 规 模 ” 靠 近 。 筒 育 之 , 一 种 经 营 规 烧 之 所 以 能 够 出 

现 和 和 普 玉 ,最 根本 的 原因 ,是 其 经 许 上 的 合理 性 。 

-可 

《二 ) 盏 产量 的 变化 

判断 农民 经 营 规模 是 否 合理， 最 重要 的 标准 是 农民 一 年 

中 生产 的 产品 数量 是 否 增 加 。 在 农户 种 田 数 量 藏 少 的 时 候 ， 

只 有 通过 提高 再 产量 才能 增加 总 产量 。 因 此 调 产 量 的 问题 ， 

对 于 研究 江南 农业 生产 的 蛮 化 来 说 圣 为 关键 。 然 而 ， 在 以 往 

的 猎 究 中 ,对 于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水 稳 直 产量 的 研究 ,一 直 是 一 

个 非常 薄 赤 的 方面 。 

关于 南宋 江南 稻米 调 产 量 ， 人 赋 究 者 较 和 多， 但 彼此 意 8 

分 上 虹 很 大 。 -部 分 学 者 认为 是 2 石 堪 石 。 例 如 余 也 非 伯 计 

南宋 江南 亩 产量 为 2 石 米 1!11。 丘 末 认 为 雷 产 2 石 应 是 中 等 

[.1 佘 也 非 交 中 国 历代 粮 玄 平均 亩 产量 考 团 》。 

各 了 



水 平 111。 次 广 营 认为 新 西 地 租 也 多 在 0.6 一 1 石 之 加 131。 如 按 

一 般 的 计算 方法 【 即 产 量 为 地 租 之 倍 ;， 则 新 西 禄 米 康 产 为 

1.2 一 2 石 之 间 ( 并 指出 南宋 最 高 亩 产量 为 3 石 )- 斯 波 义 信和 对 

大 量 的 亩 产量 记载 进行 了 分析, 也 认为 南 索 末期 和 元 代为 2 

石 131。 一 部 分 掌 者 则 认为 在 2 石 以 上 。 例 如 阁 宗 殿试 为 南 

宋 杰 湖 地 区 柳 米 平均 读 产 2.5 石 14]。 和 博 宗 文 估计 这 一 地 区 调 

广 3 石 洲 ( 太 有 1 工 石 圳 ) :5。 漆 使 的 帖 计 更 商 : 江 浙 称 米 声 产 

莉 ,南宋 初期 为 三 四 石 ,而 南宁 中 后 期 则 达 五 六 石 ， 而 以 太 潮 

流域 为 中 心 的 两 新 地 区 ,更 达 六 七 石 之 高 19] 。 

在 做 出 这 些 佑 计 的 学 者 中 , 余 、 傅 . 沥 三 人 并 林 提 出 有 

力 的 证 提 以 或 持 其 说 !71。 国 、 吴 二 人 所 用 史料 基本 : - 致 ,但 史 

料 数 量 颇 为 有 限 ， 难 以 说 明 普 高 情况 兴 此 比较 有 庶 服 力 

的 ， 是 斯 流民 和 梁 氏 的 估计 。 其 中 梁 氏 设 有 做 出 直接 的 合 

计 11 ,所 以 惟一 可 罪 而 又 明 电 的 个 计 , 应 是 斯 流民 的 估计。 不 

1 兵 郴 :出 国 历代 粮食 雷 产 量 研 充 ) ,16n 而: 

[2?1 庚 席 攻 反 南宋 的 表 村 贤 访 ?了 .145 页 。 

[3j1 斯 种 灶 居 区 床 代 号 消费 .生产 永 准 哉 榨 ? ,并 窄 辣 同 氏 1988:90 一 3 .137 一 141 页 - 

[41 闵 宗 屎 : 宁 朋 请 时 期 术 戎 地 区 永 稻 亩 产量 的 榨 讨 ?。 

【5s] 二 条 立 : 有 末代 章 市 镇 研究 》,310 次 ， 

165] 入 人 忌 区 宗 代 到 诗 中 226,138 页 - 

17] 条 如 , 祭 也 非 戎 避 林 出 其 合计 的 关 据 ,具有 一 条 忠 料 。 精 宗 六 主要 依据 的 史 灶 

也 只 旺 疝 强攻 丰年 行 ?中 的 圭 句 “长 田 一 尚 三 石 收 "， 而 此 诗 折 说 的 是 丰年 产 

年 ,地 点 .时间 也 和 二 曲 确 。 而 依 陈 精良 4 止 商 先 生 文 华 # 郑 四 十 四 $ 幅 了 眶 衬 劲 农 

玄 $ 所 说 : 浆 . 计 上 上 Hi, 履 米 三 石 ". 即 十 是 土 年 , 南 产 3 了 石 志 应 其 好 由 的 产量 ， 

而 非 昔 通 田地 壮年 的 产量 . 党 傅 美 于 " 谣 产 五 六 百 * 的 结论 ,所 人 能 的 兵 有 病 斯 

德 了 也 童 让 稿 3 条 五 % 宁 固 府 一 农 克 了 中 说 到 的 “新 闻 )? 其 山 也 ,上 四 一 离 收 五 

六 五" 一 千 生 料 , 而 天 群 元 立 助 已 指出 此 茶 出 料 所 说 的 是 谷 而 示 是 米 ; 妃 果 折 

久米, 内 有 2.5…3 石 ,与 王 交 .上阵 傅 良 等 大 所 说 相同 (天 是 世 之 助 改 中国 腰 汪 

中 研究 ?增补 版 ,255 页 1 其 所 说 " 调 产 六 七 五 中 祝 氏 未 列 出 处 ,实则 为 明 州 记 

坟 ), 则 是 宋代 史料 中 亩 产量 的 最 南 记 录 . 同 时 也 是 惟一 的 记录 。 用 这 样 的 记 

蔓 作 为 普 洒 情况， 我 们 斌 为 是 和 图 的 , 珊 且 对 于 这 条 记录 来 说 也 存在 车 天 隔 

所 指出 的 癌 题 。 

TY] 上 壕 1.2-2 姜 的 平均 亩 产量 是 我 们 根据 去 钻 对 志 租 的 估计 而 禅 出 来 的 。 

一 站 一- 是 一 一 

77 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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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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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全 人 一 上 总 r 有 这 阴 和 向 动 囊 尚 岗 

过 , 中 如 斯 滤 近 所 指出 的 那样 , 每 贞 2 石 左右 的 平均 产量 , 看 

来 上 只 能 是 普通 亩 产量 的 上 眼 . 斯 滤 氏 根据 1237 年 的 139 个 铺 

器 学 由 地 租 数 闻 进行 卫 产量 分 析 , 结果 是 调 产 量 在 0.62 石 

以 些 后 有 芝 ,0.62 一 1.20 石 者 占 27 锡 ,而 上 .20 一 2.25 石 者 

占 20 芝 。 而 全 部 114 个 事例 的 平均 让 产量 ,只 有 0.65 石上 

此 外 , 纺 以 & 重 修 琴 川 志 》 的 月 基 材 料 中 发 现 :在 南宋 后 期 的 党 

名 只 时 旷 多 , 438 亩 广 役 田 的 平均 市 产量 为 1.6 石 ; 全 县 50 

都 的 六 役 用 地 $1340 余 亩 ， 平 均 由 产量 为 1.0 石 [1。 这 两 个 

数 子 责 然 太太 商 于 上 述 学 由 的 平均 亩 产量 ， 但 仍然 太太 低 于 

2 石 的 亩 产量 . 常熟 是 江南 重要 的 水 称 产 区 , 时 在 唐 代 , 就 央 

收成 通常 都 较 好 而 得 常熟 "之 名 。 北 床 人 说 : 姑 苏 之 北 有 大 

双 融 , 日常 熟 , 山 长 而 水 远 , 泉 壬 而 土肥 , 民 襄 物 底 ,人 乐 其 

业 。 "13 而 南宋 人 更 说 :新 居 东 南 障 ,水 谓 于 地 . 引 以 为 一 , 夯 

二 和 话 -站 苏 产 甲 两 浙 枝 虽 ,常熟 复出 关 荔 , 即 名 可知 也 。 41 

由 此 可 见 ， 常 熟 的 亩 产 基 在 整个 江南 是 中 等 或 中 等 以 上 。 而 

一 般 来 说 ,学 有 用、 六 役 田 在 当地 田地 中 也 点 属于 中 等 或 中 等 以 

1151 如果 常 台 的 学 由 利多 和 弗 田 的 亩 产量 只 是 在 0.65 一 1.36 

石 之 间 . 那 么 说 整个 江南 的 平角 亩 产量 为 2 石 战 者 2 石 以 上 ， 

看 来 时 难以 成 立 的 。 因 此 我 们 比较 有 把 握 的 是 : 南宋 后 期 江 

南 的 称 米 于 均 亩 产量 , 席 当 远 低 于 2 石 , 很 可 能 只 是 上 石和 多 些 

而 | 册 。 

[11 斯 疙 忒 信 这 宋代 江南 经 和 湾 虫 四 财 穷 } ,91.142 一 143 页 。 

13] 。 揣 《 重 丸 酚 证 志 》 着 十 “ 役 " 所 收 嘉 定 -年 二 月 初 二 日 此 区 气 《 归 长 多 兄 役 
记 $ 和 高 妇 “年 正月 十 五 里 刘 空 握 & 习 役 忆 ?中 有 关 教 宁 计 等 . 当 产 轩 忆 地租 

之 倍 寺 。 全 县 的 产量 包括 才 在 内。 
13] 《重修 琴 用 志 ? 趣 十 三 * 道 "所 收 崇 衬 五 年 管区 扎 { 束 元 官 兴 造 记 )。 
141 《 重 烽 次 州 志 ?和 疮 十 一 " 役 " 所 监 淳 视 九 年 程 侣 许 所 4 常山 重 于 支 川 记 ?。 

[5] 砚 站 ,末代 中 国 最 商 的 南 产量 记录 ,是 寻 县 学 昌 的 4.52 石 [斯波 蒿 信 : 和 灾 代 

详 南 疼 济 史 太 研 让 》,1383 页 1， 闷 . 语 全 也 指出 :中 等 本 平 的 田地 在 两 新 学 田 

中 占 饶 势 . 了 榴 瑞 ; 订 代 经 入 出 让.363 页 



我 们 这 个 较 低 的 拓 计 ， 是 向 与 南 来 文献 中 那些 赴 产 2 石 

或 2 石 以 上 的 高 产 记 载 相 韦 盾 呢 ?” 首先 ， 我 们 应 当 注 意 : 在 

地 域 所 ， 这 些 高 产 记 录 多 数 集 中 在 苏州 ， 嘉 兴 以 及 湖州. 但 

是 即使 在 这 些 地 区 ， 人 仍然 可 大 到 不 少 1 以 下 的 低产 记录 。 

在 此 外 的 地 区 ， 亩 产 少 有 达到 2 五 者 1U， 特 别 是 在 建 康 、 镇 

江 以 受 常 州 等 地 , 言 产 更 低 。 例 如 黄 震 说 :" 常 、 润 闻 北 , 则 地 

渐 商 , 而 土 靳 磁 . 所 收 户 多 止 五 大 斗 或 四 二 斗 .“03 南 宋 变 租 

有 的 地 方 用 "大 斗 ",1 斗 太 约 相当 于 1.3 溃 斗 131。 琴 祖 最 多 5 

大 斗 , 即 库 产量 最 高 为 1.3 石 .若是 让 租 3 一 4 太 斗 , 则 亩 产量 

为 0.8 一 1 石 " 南 宋 初 期 镇 江 的 亩 产量 ,又 还 大 大 低 于 此 1 其 

次 .有些 江 南 高 产 之 说 ,上 出 于 一 些 官员 之 口 。 他 们 在 江南 之 外 

- 些 地 方 劲 农时 ， 生 往 以 证 南 作为 榜样 来 劲 导 当地 人 民 汲 力 

耕作 ,力争 像 江 南 农民 .一样 获得 高 产 151。 这 种 劲 农 文字 , 酌 然 

意 在 劝 诱 ,自然 要 将 榜样 尽量 谎 得 好 些 , 因 此 未 能 把 文中 所 说 

的 情况 完 全 当 作 真实 。 

元 代 江 南 水 稻 亩 产量 ， 记 载 很 少 。 李 干 洒 为 “两 浙 地 区 

市 产 一 般 为 三 四 石 以 至 五 六 石 ， 个 别 地 区 达到 七 八 石 ”16。 

但 是 他 既 未 标 出 所 说 产量 到 底 是 和 谷 的 产量 还 是 米 的 产量 ， 也 

未 说 明 他 依据 什么 资料 得 出 这 样 的 铺 论 ， 因 此 这 个 佑 计 实 际 

上 只 能 是 -- 种 猜测 而 已 。 余 也 非 , 吴 末 情 计 为 米 2 石 ,与 南宋 

JI 斯 波 蓝 信 以 宋 代 江 南 经 说 由 六 鲜 究 138.140- 141 末 ， 

[13] 黄 慎 ! 黄 民 唱 撑 ?学 败 寺 四 (与 叶 相 全 巾 瘤 3。 

[3] 六 合 区 宋代 怒 重 中 ,375 两 。 

[4] “《 宁 全 时 辑 稿 4 二 谢 之 一 开 : 妍 内 六 年 11136 年 }, 衣 全 江 南 杰 西 路 与 镇 入 府 所 靖 

旭 份 , “有 不 感 片 舱 内 出 ,和 届 肖 斑 凑 白 行 电 据 见 烤 , 比 民间 体例 ,只 立 租 惕 , 上 等 将 

租 二 斗 ,中 等 一 斗 几 升 , 下 等 一 于 五 升 ， 召 人 耕种 "。 夯 然 汶 复 励 开明 ,得 额 可 

能 较 慨 ,二 过 镇 江 等 地 整个 地 租 求 平 低下 .也 基 可 以 肯定 的 。 

1s] 闫 二 南 宗 的 劳 胡 误 ,参阅 言 读 知之 长 调 冰山 下 草 一 一 盯 民 支配 的 直 并 才 口交 一 Ja 

[6] 李 和 干 过 元 上 性 会 名 济 中 稿 3$.119 页- 

[和 革 徘 哥 贡 库 yl ET 证 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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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折 二 相 | 

相 巾 24。 他 们 所 引用 的 主要 证 据 ,都 是 & 黄 金华 先生 文集 少爷 

十 “六 册 ”、 方 回 & 续 而今 考 3$ 卷 《4 计 血 户 岁 人 央 出 》、 网 浙 金 

石 志 ?着 于 四 有 湖州 路 报恩 光孝 祥 奋 置 田 四 碑 》 三 条 材料 , 并 

从 地 税 进行 扒 浏 组 是 ， 在 现存 文献 中 记录 元 代 江 南田 租 数 

字 基 为 具体 可 靠 的 4 西湖 书院 增 几 田 碑 》 和 《 西 潮 书院 义 田 

记 》， 他 们 却 都 未 涉及 ， 据 这 两 个 文献 西湖 书 院 在 各 地 的 

由 产 , 每 亩 平均 收 租 数量 如 下 :杭州 1 ?3 一 一 0.29 五 ,三 和 

县 一 0.8 石 , 乌 程 .昆山 县 一 一 0.65 石 :杭州 2( ? ) 一 一 0.78 

石 .宜兴 其 一 0.48 石 。 全 部 田产 2182 市 共 收 祖 1271 石 , 平 

均 每 所 收 租 0.58 石 1。 讶 产 景 以 地 租 之 倍 计 , 则 平均 谋 产 为 

I.16 石 。 出 于 该 书 陀 田产 分 布 较 广 , 因此 可 以 说 其 上 的 地 租 

和 亩 产量 下 有 代表 性 。 据 此 ， 匹 代 江 南 水 稿 让 产量 可 能 与 南 

宋 后 期 大 致 相同 ,都 星 1 石 多 一 些 !3] 

明 初 江南 水 称 亩 产量 的 记载 也 很 少 。 困 此 之 故 ， 未 见 有 

人 对 此 做 出 估计 , 庆 论 专门 的 研究 。 较 为 可 千 的 做 法 ,是 根据 

官 田 挨 税 来 进行 推 求 。 明 初 江南 官 田 数量 丐 友 ， 除 杭州 外 的 

江南 了 个 府中 , 筷 田 在 全 部 耕地 中 所 占 比 例如 下 :最 高 的 松江 

府 为 85 有 ,其 次 苏州 府 为 扫 多 , 接 下 去 镇 江 府 为 32 和 ， 应 天 

(江宁 ) 将 为 29 镶 ,嘉兴 府 为 27 名 ,湖州 替 为 4 多 ,常州 府 最 

人 慨 ,为 15 癌 14。 官 有 田 的 赋税 , 通 党 是 私 租 的 40 各 一 品名 。 这 里 

姑 以 70 人 笃 计 。 据 森 止 夫 的 研究 .赋税 最 重 的 苏 . 松 一 府 , 明 朵 

ti 祭 志 非 罗 中 国 历 八 糖 表 平 均 南 产量 考 旱 y1; 上 其 葛 : 村 中国 历 代 粮 全 击 产量 玉 

演 和 156 页 。 

[>z1 《西关 书 院 增 置 田 态 ,见于 《 酚 新 金石 志和 着 二 五 六 西湖 书院 立 轩 记 ?3 ,见于 

《 黄 产 献 拱 ? 和 着 七 。 

131 在 元 融 江 南 仍 然 褒 用 条 代 夭 重音 制 ( 吴 丰 :中 国 历代 粮 售 亩 产量 研 弃 }》， 

165 一 1I66 页 1 ,因此 我 们 可 以 把 以 上 束 字 直接 作 比 熔 。 

[4] 森 正 去 民明 接 江 南 乓 家 田 民 5: 工 州 . 格 江 二 府 忆 拉 寺 吾 芝 乓 其 体 

僵 沪 上 );: 伍 开 和 系 明代 十 地 制 诺 和 赋 投 制 诬 的 发 展 ?# ,26--27 页 。 



每 雷 官 用 乎 殉 负 提 的 赋税 分 别 为 0.44 右 和 0.31 石门 。 据 此 ， 

则 此 一 府 - 般 亩 产量 应 为 1.3 石 和 0.9 石 。 嘉 兴 府 及 该 府 属 

的 毗 趟 县 官 田 最 高 租 客 分别 只 有 0.5 石 和 0.7 石 ， 而 常 判 

内 武 进 县 和 宜兴 县 官 盏 的 一 般 租 额 分 别 为 0.4 和 0.3 石 ， 应 

天 遍 上 于 无 县 更 仅 为 0.2 如 [如 用 同样 的 办 法 推论 ,那么 这 些 

地 方 的 亩 产 , 应当 也 大 致 与 苏 . 松 相近 或 更 低 。 因 此 , 尽管 有 

些 记载 说 明 初 江南 一 些 地 方 地 租 额 很 高 131， 伍 就 整体 而 言 ， 

江南 水 称 一 般 亩 产 大 致 在 1 石上 下 或 了 石 略 客 。 就 上 面 曾 经 

谈 过 的 常熟 而 言 ., 直 到 明代 中 期 的 冉 靖 时 代 ， 太 率 亩 之 所 人 ， 

上 二 表 以 二 石 计 , 中 家 以 碑 有 赢 计 ,下 雪 册 石 计 ” 194。 我 们 可 以 

将 此 视 为 明 初 江南 亩 产 情况 的 缩影 。 

尽管 明 初 江南 水稻 亩 产量 看 上 上 去 与 元 代 万 圣 南 寄 后 期 相 

差 丰 多 , 仁 是 由 于 度量 衡 制 的 变化 ,实际 已 有 相当 大 的 差 出 。 

南宁 .元 .明江 南 谋 积 变化 不 大 (1 宋 元 谋 约 等 于 0.98 明 南 )， 

可 以 他 略 不 计 , 但 量 制 变化 孝 很 太 。 大 体 而 育 , ] 宋 石 =0.66 

市 百 , 上 元 看 =0.95 市 石 , 而 1 明石 =1.03 市 石 151， 换 言 之 ,1! 

宋 石 大 约 等 于 0.69 元 石 , 或 0.4 明 清 石 。 考 卉 着 这 些 变化 ， 

南宋 的 1 右 7 亩 ,大 蛋 上 等 于 元 代 的 0.7 石 7 亩 ,或 明代 的 0.6 

石 “ 军 .或 者 说 ,元 代 的 1 石 * 亩 ,大 体 上 等 于 南宁 的 .4 石 7 直 

或 明代 的 0,.9 石 7 亩 ;而 明代 的 1 石 “ 诗 , 则 相当 于 南宋 的 1.6 

右 * 亩 ,或 元 伐 的 1.1 石 / 亩 。 因 此 ,尽管 认 表 面 上 来 看 , 宋 末 至 

[j 森 正 去 区 明 声 江南 的 官 田 本 雪 w 雪 3 FJ， 
13] 本 有 丹 区 民 明代 十 地 制度 和 了 屿 役 制 闻 的 发 展 3.18 页 。 
[3 例如 弓 注 5 吴江 县 志 ? 卷 六 风 众 说 :* 拇 田 - 言 , 超 稻 - 石 乞 石 信 站 。" 但 此 说 

是 否 可 区 尚 待考 证 , 因为 后 来 的 嘉靖 《吴江 县 志 }》 卷 十 三 风俗 在 语 到 地 租 朴 
说 :农田 和 诗 亩 沉 租 ,下 自 八 让 ,上 平一 石 从 斗 而 止 o 即 使 所 说 属实 ,在 杂 测 也 
应 是 概 端 的 例子 。 

14| 电 靖 f 涝 开县 志 ? 郑 四 食 货 ， 
[5| 李 信 重 坟 良 代 江 南 农 业 的 发 展 》,12- 1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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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zL) 沿 洲 玉 到 妆 邮 涝 草 霄 

明 初 江南 水 稻 市 产量 似乎 变化 不 大 ,但 实际 上 已 经 增 加 了 不 

少 L1。 

正 是 固 为 让 上 产 量 旨 高， 所 以 订 南 的 田 直 由 税 和 目 宋 以 米 : 

声 和 在 上 升 。 顾 明显 的 例子 是 苏州 。 南 宋 苏 州 税 粮 昌 然 号 称 沉 

重 , 但 实际 不 过 熙 并 十 万 石 , 元 代 增 至 同 万 石 , “与 宋 相 倍 故 

上 巾 "121。 死 末 张 士 减 据 苏州 时 , 赋 粮 …- 度 超过 百 万 石 。 到 了 了 洪 

武 十 一 年 . 仅 秋粮 中 的 正 耗 粮 , 竟 己 达到 2146830 五 , 洪 臣 二 

上 十 六 年 11393)] 又 进 -- 步 增加 到 2810490 石 ， 宣德 时 期 两 次 前 

减 之 后 ,一 直 保 持 在 200 万 石 左右 的 水 平 (91， 简 言 之 ,在 来 未 

至 明 初 ， 苏 州 税 粮 增 加 了 好 几 倍 。 国 然 明 祈 江 南 重 赋 有 各 种 

凰 因 ,不 过 其 中 最 重 竖 者 ,还 是 如 范 金 民 与 旧 维 中 所 指出 的 那 

样 ,是 由 于 这 里 经 济 的 发 展 , 从 而 三 司 重 赋 成 为 可 能 。 至 寺 明 

太 祖 对 此 地 区 的 个 人 好 晋 ,并 不 重要 (4 。 央 上 肚 , 末 示 至 明 初 江 

南 水 舟 亩 产量 有 相当 大 的 增加 应 古 无 可 置 县 的 。 

如 果 和 苦 上面 对 南宁 后 期 ， 元 代 中 期 和 明 牧 初期 江南 平原 

上 -一 个 农户 平 殉 种 困 数 、 户 殉 劳 动 力 数 和 调 产 量 的 合计 合 在 

一 起 ,那么 这 个 农户 的 稻米 总 产量 和 每 个 劳动 力 的 产量 就 可 

以 归纳 如 下 (大 13)。 

呆 见 ,尽管 农户 种 田 数 碱 少 ,但 由于 农民 家 庭 规 模 的 缩小 

和 亩 产量 的 提高 ,每 个 劳动 力 的 平 否 产 量 却 在 增加 。 些 外 ,如 

果 再 加 上 后 瑟 作 物 ( 玫 、 豆 、 儿 菜 ), 这 个 增加 的 幅度 还 会 更 大 

一 些 。 因 此 我 们 得 出 结论 说 :在 此 时 期 ,江南 表 民 的 劳动 生产 

率 处 在 缓慢 的 提 毅 之 中 。 

L11 基体 的 例子 妇 常 可 .南宋 后 期 霄 产量 在 0.653 :1.36 石 之 间 , 取 其 中 散 为 1 如 ， 

六 明 制 计 基 0.65 石 ;明代 中 期 亩 产量 为 1 石 雪 [中 家 之 田 ] 贴 名 1.5 石 计 , 较 

之 脐 者 ,增加 了 一 倍 。 

L2| 人 烘 武 & 苏 州 府 全 3# 蒜 -: 税 粮 。 

[3」 范 你 民 与 下 扒 中 这 二 州 地 区 社会 经 济 出 江阴 清和 藉 1 4 凤 - 

[3 同 王 书 ,51-- 52 页 - 



* 一 个 导 期 前 让 产 其 , 均 以 当时 的 ”1 在 过 让 业 处 都 忆 1 了 3 硬 让) , 装 答 疼 

世上 上述 折算 标 崔 折 凡 宋 制 . 

入 宋 末 至 明 初 江 南 农 业 变 化 的 

特点 和 历史 地 位 

企 对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的 人 口 .耕地 .技术 和 农 氏 经 营 方式 

的 变化 进行 考 千 之 后 ， 我 们 还 要 对 这 些 变化 的 主要 特点 进行 

归纳 .并 对 这 些 变化 的 历史 地 位 帮 一 简要 的 分 析 、 

(一 ) 变 化 的 主要 特点 

这 一 时 期 江南 人 11、 寿 地 ,技术 和 类 民 经 营 方式 的 变化 ， 

在 时 . 空 两 方面 都 长 有 很 大 的 盖 别 ， 这 种 时 空 差 别 ,成 为 这 一 

时 期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:个 主要 特点 。 

1. 变化 的 空间 差异 

这 一 时 期 讶 南 农业 变化 中 :个 非常 明显 的 现 参 ， 是 东部 

江南 平原 的 发 展 显 蔷 快 于 西部 。 从 大 口 、 耕 地、 技术 和 农民 

经 营 方式 的 变化 中 ,我们 都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这 一 点 。 

末代 汀 南大 口 的 增加 , 主要 集中 在 东部 “ 低 用 地 带 ” 的 苏 

州 【《 明 清 之 困 州 .松江 .嘉兴 三 府 及 太仓 州 ); 而 大 口 的 减少 则 

主要 是 发 生 在 地 处 江南 西部 和 北部 "高 同 地 带 " 的 各 州 。 作 为 

[， 

JJ「 学 疹 本 由 库 pt] 浊 考 



[ns8T 一 08SzT 1 和 六 殉 本 站 崩 油 否 山 

这 -变化 的 结果 ,东部 苏 、. 常 一 州 的 户 数 在 整个 江南 地 区 户 数 

中 所 占 的 比重 ,从 宋 初 (980 年 ) 的 析 铝 绊 , 上 升 到 了 北 来 最 盛 

由 和 1080 年 ) 的 44 名。 在 南宋 时 期 ,这 一 趋 孝明 显 亲 速 ,以 至 于 

苏州 的 每 平 上 公里 的 人 口 密度 高 达 196 人 ， 人权 次 于 拥有 大 量 

官僚 . 宰 队 秋 其 他 非 本 地 人 晶 的 首都 临安 府 !261 人 ) ,而 大 大 

超过 了 有 重兵 屯 驻 的 建 康 时 (83 人 ) 与 镇 江 府 (159 人 )。 因 此 ， 

这 一 时 期 江南 人 日 变 化 的 主要 特点 是 人 口 重 心 从 西部 和 北部 

转移 到 东部 。 禁地 的 变化 ,也 表 埋 出 同样 的 趋势 - 宋代 江南 各 

地 耕 怨 【特别 是 “水 利 田 ”) 数量 的 增加 . 明显 是 东部 快 于 本 

部 .例如 .北宋 妨 仿 (1034 一 1038 年 ) 时 苏州 所 属 5 共有 税 肌 

340 万 亩 ,人 到 南 来 端 平一 年 (1235 年 ), 公 其 中 的 带 熟 苹 就 有 

税 田 240 万 席 。 南 宋 中 叶 以 后 江南 东部 的 平江 府 5 苏 州 ) .嘉兴 

府 ( 秀 州 ), 耕地 都 到 达 700 万 雷 上 下 .加 上 常州 的 约 700 万 调 

和 条 阴 军 的 125 万 调 ,总 数 约 为 2225 三 凋 。 与 此 相 比 较 ,在 西 

部 各 州 ， 特 别 是 在 宁 第 的 丹阳 前 周 转 地 区 和 淅 两 的 太 潮 西岸 

地 区 ,耕地 数 虽 然 也 有 颇 大 增加 ,但 明显 了 进 于 东部 1 此 外 , 宋 

代 江 南 二 要 的 水 利 工程 ,也 天 部 分 建 于 江南 平原 121. 以 农用 改 

良 为 日 标的 “寺田 化 "活动 ,更 是 集中 于 江南 平原 东部 的 低 刘 

地 带 , 因此 ,从 最 重要 的 农业 生产 要 素 一 人 1 与 土地 一 一 来 

看 , 宗 代 江南 农业 的 变化 ,主要 发 生 在 江南 平原 后 。 在 技术 恋 

化 方面 ,情况 亦 然 。 前 面 所 说 到 的 那些 技术 进步 (特别 是 一 年 

二 作 制 ) ,主要 都 与 江南 东部 低 谎 土地 的 开发 有 有关。 明显 的 例 

子 是 中 稻 、 铁 措 、 大田 施 取 与 “新 二 作 制 ”等 重要 技术 进步 ,都 

主要 发 生 于 江南 平 蛛 。 在 家 民 经 营 方式 方面 ， 经营 规模 的 缩 

减 和 声 产量 的 提高 ,也 以 谍 南平 原 为 最 明显 。 因 此 ,这 一 时 期 

1 周 生 春 芝 论 宋 乒 新 西 .江东 水 利 田 的 异同 盈利 替 }。 

[z] 斯 波 蒜 六 赤 于 找 江南 码 说 史 条 究 y.204 一 2t 立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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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 农业 的 变化 确实 主要 发 生 在 江南 平原 上 。 

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这 个 空间 特点 ， 与 江南 开发 历史 进程 是 

一 致 的 。 斯 波 义 信 参 考 高 谷 好 一 关于 素 国 户 南 河 少 域 开发 过 

程 的 研究 后 ， 根 据 江南 的 忠实 ， 得 出 了 江南 开发 过 程 的 新 模 

式 。 他 将 江南 从 地 形 上 分 为 三 个 部 分 ， 并 且 认 为 江南 的 开发 

遵循 以 下 顺序 : (1) 河谷 夸 形 平地 一 一 12) 三角洲 上 部 

(3) 一 关 洲 下 部 [0。 换 言 之 ,最 先 开发 的 是 宁 镇 丘陵 和 浙 西 山 

地 中 的 河谷 平原 ,其 次 是 江南 平原 上 的 高 田地 带 , 最 后 才 是 江 

南平 原 上 的 低 田 地 带 。 足 立 记 二、 大 泽 正 晤 等 人 的 研究 也 证 

实 了 太湖 以 东 的 低 田 地 带 (“ 强 湿地 ”) 在 南宋 时 期 开发 程度 ， 

总 的 来 说 仍然 明显 低 于 杰 针 以 西 的 高 田地 带 [。 当 然 , 我 们 

也 要 补充 一 各: 在 太 闭 以 东 的 低 田 地 带 , 有 若干 地 方 ( 尤 其 是 

苏州 城郊 一 带 ), 早 在 唐 代 就 已 旺 江 南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一 曾 

且 在 唐 以 后 的 近 干 年 中 ， 一 直 保 持 着 这 种 地 位 。 但 是 总 的 来 

看 ,在 南宋 时 代 的 大 体 情 况 仍 然 如 斯 波 .大 泽 . 足 工 等 人 所 述 ， 

尽管 这 并 不 排除 有 一 些 例外 存在 。 因 此 ,按照 这 种 模式 , 宋 未 

至 明 补 江南 农业 的 变化 ， 很 大 程度 上 是 江南 平原 低洼 地 带 的 

进一步 开发 ,或 者 说 ,是 江南 农业 生产 重心 从 西部 高 田地 带 问 

东部 低 田 地 带 的 转移 。 

按照 --- 般 的 看 法 ， 一 个 地 方 的 开发 顺序 ， 和 总 是 从 平原 开 

始 ， 然 后 才 是 丘陵 、 山 好。 这 一 具 育 普遍 性 的 开发 模式 ， 入 

已 为 人 所 数 知 。 因 此 王 杆 在 谈 到 南方 梯田 时 ， 即 指出 了 农 

田 开 旦 的 顺序 是 : “ 盖 四 尽 而 地 ， 地 尽 而 山 。 ”依照 这 

个 开发 模式 ， 江 南 的 开发 烦 序 应 当 是 : 江南 平原 一 一 宁 镜 丘 

[1 斯 让 闽 依次 案 代 江南 许 阅 史 人 研究 》 ,167 一 325 页 。 

[3} 是 立 般 二 :宋代 两 类 所 书生 盏 求 和 看 作 只 生产 方 水 夫 3; 大 沪 正 果 : 内 床 变 革 

其 条 琴 社 会 史 研 弃 y ,339 一 240.245 一 248 看。 

13] 《 王 杜 农 书 ? 农 器 图 谐音 之 一 " 樟 田 " 奈 。 

上 一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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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 ~ 一 浙 西 山地 .这 种 看 法 ,在 过 去 的 江南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也 成 

为 无 可 置 县 的 研究 出 发 点 。 然 而 ， 我 们 现在 清楚 地 看 到 : 将 

这 个 普遍 性 开发 模式 运用 于 江南 ， 显 然 是 颠倒 了 江 甫 农业 生 

产 空间 变化 的 过 程 。 因此， 斯 波 氏 提出 的 新 模式 ， 消 除了 过 

去 流行 的 铺 误 模式 所 造成 的 对 江南 地 区 开发 方式 的 误解 ,从 

而 促进 了 我 们 对 宋 末 至 明 初 江 南 农业 变化 的 空间 特点 的 正确 

理解 。 

2. 变性 的 时 间 差 异 

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另 -一 特点 ， 是 这 个 变化 在 时 

闻 节 奏 上 颇 不 一 致 。 有 时 快 些 , 有 时 爆 些 ; 有 时 间 前 ,有 时 又 

发 生 逆 转 。 这 种 不 一 致 ,形成 了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周期 性 特点 。 

这 种 两 期 性 的 特点 ， 比 较 明 显 地 表现 在 人 口 的 变化 方面 。 如 

前 所 述 , 这 一 时 期 江南 大 口 的 变化 , 轻 历 了 一 个 下 降 ( 宋 元 之 

际 ) 一 -上升 ! 元 代 ) 一 一 干 降 ( 元 明之 际 ) 一 一 上 升 {《 时 初 ) 的 

过 程 。 由 于 人 口 变化 对 农业 变化 具有 重大 影响 ， 因 此 江南 人 

启 的 土 述 变化 ,可 以 视 为 农业 变化 的 一 个 标志 。 除 此 之 外 , 农 

厂 变化 的 局 期 性 还 表现 在 其 他 方面 。 例 如 ， 根 据 博 宗 文 的 看 

法 , 江南 草 市 镇 的 发 展 , 经 历 了 两 宋 之 际 的 较 小 挫 困 、 宋 元 之 

变 的 较 大 挫折 和 元 明之 阿 的 较 钻 撑 折 , 但 仍然 是 在 发 展 [0 。 

而 我 们 知道 ， 草 市 镇 的 兴起 和 变化 ， 主 要 取决 于 农业 经 许 的 

蛮 化 ， 因 此 和 傅 氏 所 指出 的 更 象 ， 当 然 也 体现 了 江南 农业 变化 

的 周期 性 。 些 外， 梁 庚 阔 也 指出 南宋 江浙 米 价 变动 经 历 了 

四 个 阶 掺 , 即 : 第 一 阶段 (1120 年 代 末 期 至 1140 年 代 ; 一 一 上 

升 , 第 二 阶段 (1150 年 伐 至 1200 年 以 前 ) 一 一 下 落 ， 第 三 阶段 

【1120 年 至 1236 年 ) 一 -再 上 升 并 微 略 超过 第 一 阶 生 水 平 ， 

[1] 精 宗 文才 案 代 草 市 转 研 究 ,356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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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阶 肯 【1238 年 至 宋 ) 一 一 猛烈 上 升 0 。 由 于 米 价 变化 

以 粮食 生产 的 变化 为 基础 ,因此 米 价 变化 的 周期 性 ,也 是 江南 

宏 亚 变 必 的 周期 性 的 一 种 玫 现 。 

从 更 宽广 的 范围 来 看 江南 宏 业 变化 的 周期 性 ,近年 来 

已 受到 一 些 学 者 的 注意 。 在 人 迄今 可 见 到 的 有 关 研 究 中 , 仍 以 

斯 波状 信和 所 著 最 全 面 和 专门 。 他 以 宏观 的 角度 ,对 宋 初 革 明 

初 近 六 个 世纪 江南 经 济 变 化 的 半期 作 了 琛 讨 。 他 将 北宁 至 

明 初 长 江 和 下游 地 区 【包括 江南 ) 到 济 的 变化 分 为 七 个 时 期 ; 

第 一 期 (960 年 一 1030 年 代 ) 一 一 开发 状态 期 , 第 二 期 《1030 

年 代 一 1060 年 伐 ) 一 一 上 升 开 始 期 ， 第 三 期 〈1060 年 代 一 

1127 年 ) 一 一 上 升 期 ,第 四 期 (1127 一 1206 年 ) 一 一 实质 成长 

期 ,第 五 期 (1207 一 1279 年 ) 一 一 下 降 开 始 期 ,第 六 期 (1279 一 

1369 年 ) 一 一 下 降 期 , 第 七 期 (1368 一 1422 年 ) 一 一 上 升 开 始 

期 (21。 

和 一 般 的 作法 不 同 ， 斯 波 氏 在 划分 经 济 变 化 的 周期 

时 ， 并 未 像 其 他 学 者 那 太 主要 依据 于 政治 与 军事 事件 

(例如 ， 对 第 三 、 第 四 期 的 划分 ,就 突破 了 和 传统 的 两 来 

之 际 经 济 于 降 的 看 法 ) 。 不 仅 如 此 ， 他 划分 和 经济 变 化 的 

周期 ， 根 据 的 是 经 济 状况 各 个 方面 的 变化 情况 ， 而 不 止 

是 一 琴 个 公 指 标 ， 因 此 可 以 说 是 迄今 为 止 最 周全 续 密 

的 研究 。 不 过 ， 斯 波 氏 的 看 法 也 有 一 些 地 方 沿 可 商 权 。 

俩 如 ， 人 他 对 第 六 和 第 七 期 所 作 的 说 明 过 于 简 咯 ， 使 人 难 

以 对 这 两 个 时 期 的 经 济 状况 做 出 估价 。 而 事实 上， 如 果 

按照 一 些 当 时 人 的 看 法 ， 与 其 前 后 时 期 相 比 ， 第 六 期 似 

乎 很 难说 是 经 济 下 降 期 ， 面 第 七 期 也 不 一 定 可 以 称 为 经 

7 梁 诬 冲 : 南 宋 的 让 村 凤 鲁 ,244 页 。 

[2] 斯 被 节 悄 区 床 代 江河 证 和 锐 史 的 研究 》 .7T5--9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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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S8T -nszT 1) 由 济 了 六 到 站 上 邮 涉 冰 人 沙 

济 上 升 开 始 期 (11。 真 实 的 情况 可 能 是 : 斯 疲 氏 的 第 六 与 

第 七 期 ， 都 可 以 说 是 速 产 组 慢 的 上 升 期 ， 而 在 此 两 时 期 

之 间 ， 还 有 一 个 短暂 的 下 降 期 。 在 斯 流 氏 关于 经 许 变 化 

周期 性 的 研究 中 ， 江 南 在 其 所 涉及 的 地 区 中 占有 最 重要 

的 地 位 ， 而 农业 又 是 江南 经 济 的 基础 。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将 

他 所 指出 的 周期 性 视 为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重要 特点 。 息 此 

来 看 ， 由 于 这 种 局 期 性 ， 因 此 末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变化 

所 呈现 出 的 起 优 之 势 ， 万 是 正常 的 。 

当 多 ,经 济 变化 的 局 期 性 ,是 一 个 十 分 复杂 的 问题 。 以 宋 

末 任 明 初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各 个 方面 来 说 ,在 大 口 方 面 , 变 化 的 

局 期 人 性 比较 明显 ;在 耕地 .农民 经 营 方式 方面 , 这 种 周期 性 就 

不 那么 清楚 了 ;在 另外 某 些 方面 (如 技术 )} ,变化 甚至 可 能 设 有 

周期 性 ; 此 外 ,发 生 在 一 些 不 同方 面 { 例 如 人 口 .耕地 、 农 民 经 

营 方 式 ) 的 变化 ,其 周期 也 并 未 保持 同步 。 因 此 我 们 不 度 对 江 

南 农 业 变 化 的 周期 性 特点 作 教 条 式 的 理解 。 不 过 ， 注 意 变化 

的 周期 性 ， 对 于 研究 这 一 时 期 江南 农业 仍然 是 十 分 重要 的 。 

忽视 经 济 变化 的 周期 性 , 以 一 种 “直线 发 展 ” 的 眼光 来 看 符 经 

EL 例如 ,从 马 可 ' 波 轴 对 江南 一 些 地 方 【 特 骂 是 柄 州 ; 的 描述 来 看 , 很 难说 元 从 

江南 径 济 出 起 南 来 后 期 有 下 降 。 林 书 29 页 注 [6 中 引 元 明之 际 江 南 训 大 时 于 

奇 的 壬 ,也 表现 了 当时 江南 人 对 元 朝 的 帮 法 并 不 坏 。 较 之 在 党 大 的 军费 开支 

重 压 之 下 昔 昔 迭 扎 的 南宋 后 期 江南 经 独 . 元 性 ( 理 少 基 在 其 较为 安定 的 时 期 ， 

看 来 不 像 是 一 个 下 降 的 时 期 。 从 镇 江 路 的 大 口 变化 , 也 可 帮 到 此 点 据 吾 顺 

《 铺 江 志 》 卷 三 户口 , 元 伐 转 江 路 的 户 门 尽管 有 攻 动 , 世 基 本 上 保持 着 实 代 的 

最 高 水 平 。 董 了 明志 凡 十 年 江南 可 独 是 否 比 元 伐 后 期 型 为 千 荣 , 则 一 向 有 争 

该 。15 世 妃 后 期 苏州 人 三 铺 说 : 呈 中 素 民 各 华 . 自 张 氏 之 据 .天 兵 所 恼 . 昌 不 

致 一 最 ,上 人 基 计 徙 , 实 三 部 ,成 远方 者 相 总 ,至 彰 籍 教 坊 , 双 里 辛 然 ,生计 矢 态 ， 

过 者 坪 感 .正统 .天 顺 间 ,余党 人 城 . 蜀 谓 稍 复 其 卓 , 然 狂 未 盛世 。 王 锛 :4 证 

图 杂 记 》 沧 五 “ 吴 中 近 生 这 是 ") 由 全 树 . 巷 金 民 . 填 维 中 已 指出 于 销 和 这 鼠 语 言 

过 其 实 { 林 和 参 桂 : 交 明志 吴 中 地 区 社会 经 省 状 驱 初 探 ; 荡 金 民 与 更 维 中 :苏州 

她 区 杜 会 经 讲 史 社 明 清 营 ,80 页) 但 这 反 贞 了 :至 少 是 在 明 长 前 期 江南 上 士 

心目 申 ,明和 莉 几 十 年 菏 州 经 讲 比 元 代 忆 期 更 蔓 条 。 



济 变化 ,是 以 往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的 一 大 特点 。 而 这 个 特点 ,又 

以 在 江南 经 济 史 研究 中 最 为 明显 11。 其 这 种 观点 出 发 ,如果 

江南 农业 在 某 一 时 期 不 能 保持 前 :时 期 的 发 展 速度 那么 山 

会 被 视 为 “ 停 语 "甚至 “倒退 " 。 这 种 "直线 发 展 " 的 虫 观 ,如今 

已 钙 证 明 是 直 正 确 的 ,当然 应 当 振 奔 . 

(二 ) 变 化 的 历史 地 位 

要 正确 地 评价 这 一 时 期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历史 地 位 ， 就 糙 

须 把 这 些 变化 总 到 更 长 的 历史 时 期 中 ， 特 这 - :时 期 的 变化 利 

其 前 后 时 期 的 变化 进行 对 比 ， 看 看 这 些 变化 的 性 质 和 趋 疝 相 

同 或 者 相 异 。 在 本 节 中 ,我 们 所 要 必 的 ,主要 是 这 一 时 期 积 殉 

前 的 唐 来 时 期 及 以 后 的 明 清 时 期 进行 比较 。 

1. 关于 "唐宁 变革 与 “ 明 清 昼 洋 ” 

构成 “13、14 世纪 转折 ” 论 的 两 大 基础 , 是 过 去 史 兵 盛行 

的 "“ 唐 宋 变 革 "?" 论 与 * 明 清 停 误 " 论 。 很 明显 ,根据 上 述 那 种 ”" 直 

线 发 展 "的 史 观 ,处 于 “* 唐 宋 变革 "时 期 与 “ 明 清 停 半 "时 期 之 间 

的 宋 未 至 明 初 时 期 ,必然 是 -个 转折 的 时 期 。 锥 而 ,如 果 我 们 

按 茎 “直线 发 展 " 史 观 ,同时 澄清 既 无 “由 打 变革 ”也 无 “ 明 清 

停 江 “的话 ,那么 "13.14 世纪 转折 "之 说 ,也 就 不 攻 自 破 了 。 而 

近来 的 研究 也 表明 :无 论 是 "唐宁 变革 ”, 还 是 “ 明 清 停泊 ”, 都 

并 不 符合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历 中 真实 。 

关于“ 唐 宋 变 革 "” 的 问题 , 关键 是 如 和 何 正确 评价 宋代 农业 

进步 的 问题 { 因 为 按照 密 数 学 者 的 看 法 ,宋代 是 江南 农 卫 进步 

[il 朵 沽 帮 对 于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,至 少 和 上 唐 代 忆 来 ,江南 较 少 章 受 天 灾 上 大 帆 的 困扰 ， 

经 镜 状 展 - 直 相 对 来 议 比 较 最 利 。 

本 了 直 生 9” 二 思 一 本 

8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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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一 = 

最 为 还 速 的 时 期 1)。 大 洋 正 昭 在 其 关于 宋代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

研究 的 著作 中 ， 对 以 往 流 行 的 “宋代 革命 ”说 作 了 全 面 的 批 

判 。 他 指出 : 所 谓 的 “宋代 江南 农业 革命 "， 实 际 上 只 是 - -个 

“虚像 ”。 造 成 这 个 “虚像 "的 要 素 有 四 :(1) 水 利 由 ( 圩 田 、 围 田 

等 ) 的 大 规 横 开 发; (2) 占 城 稻 的 广泛 种 植 以 及 -年 一 作 制 的 

普及 ;3) 生 产 出 大 量 的 税 粮 .人口 增 加 ;(4) 出 现 了 以 & 陈 焉 农 

书 》 为 代表 的 高 水 平 的 农业 技术 。 通 过 对 这 些 要 素 的 实际 情 

这 的 分 析 , 他 指出 在 刀 南 并 没有 “宋代 革命 “11 

关于 “了 明 清 伪 漳 "的 问题 ,重点 是 如 何 看 符 清 代表 中 期 5 因 

为 根据 一 般 的 意见 , 在 江南 农业 中 , 明代 在 技术 .农民 经 党 方 

式 等 方面 还 有 和 奉 于 重要 的 进步 ， 清 代 角 中 期 则 几乎 玻 有 进 

步 )- 我 在 关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研究 的 新 著 中 ,也 全 面 地 

否定 了 ”* 清 代 停 清 " 之 说 。 我 指出 :无 论 是 在 耕地 吉 质 、 农 作 技 

术 等 方面 ,还 是 在 农民 的 经 营 方式 .农民 家 庭 的 劳动 分 工 等 方 

面 ， 消 代 江 南都 有 明显 的 进步 。 从 农田 生产 率 和 劳动 生产 率 

来 看 , 清 代 都 比 前 代 有 站 广 的 提高 。 因 此 说 “ 清 代 江南 农业 停 

渍 "” ,显然 不 符 事 实 121。 

外 此 来 看 ， 宋 未 圣明 初 证 南 农业 并 未 处 在 从“ 唐 宋 变 

革 ” 问 “ 明 清 停 羔 "转变 的 地 位 上 ,因而 "13.14 世纪 转折 ”之 

说 .也 不 能 成 立 。 如 从 前 述 斯 波 义 信 担 出 的 江南 地 区 开发 模 

式 来 看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的 农业 变化 在 历史 上 的 地 人 位， 情况 

就 更 加 清楚 了 。 下 面 我 们 就 以 江南 的 农业 技术 变化 为 例 以 

分 析 之 。 

以 往 案 史学 者 在 称 领 的 宋代 江南 农业 技术 进步 (或 “宋代 

农业 革命 "时 ,天 密 以 & 陈 焉 家 书 》 和 楼 天 & 耕 织 图 诗 所 摘 述 

上 夫 训 订 晤 交 唐 宗 迹 革 期 肯 业 杜 会 史 研 讽 》,236 一 249 页 - 

[zj 李 伯 重 :4gricusgureil Deegeprreru om amegnai，j630 一 4350, 箱 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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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农 作 技 术 为 宋代 江南 衣 业 技术 的 代表 ， 但 是 他 们 并 来 注意 

到 这 些 先 进 技术 的 地 域 性 。 大 泽 正 昭 指 出 : 两 书 作 中 谈 到 的 

先进 技术 ,是 六 行 末 江 南西 部 商 田 地 带 的 技术 ,而 不 是 东部 抵 

田地 带 ( 特 别 是 圩 田 ) 善 遍 使 用 的 技术 。 还 有 其 他 一 些 宋代 文 

献 ( 主 要 是 劝 农 文 ), 一 再 说 到 “新 闻 "“…“ 痉 、 浙 "的 农 作 技术 很 

先进 。 今 日 的 许多 宋 果 学 者 也 经 常 引 用 这 些 文献 ， 作 为 江南 

《新 西 ) 农业 技术 先进 的 证 据 。 但 是 正如 大 泽 正 照 指 出 的 那 

样 ,这 些 文献 中 所 说 的 “ 浙 ”, 并 不 能 说 就 是 " 浙 西 (特别 是 江 

南平 原 ) ,而 更 可 能 是 指 " 浙 东 "。 总 体 而 言 ,南宋 江南 平原 ( 特 

询 是 东部 ) 农 业 中 所 使 用 的 技术 ,并 未 超过 唐 找 后 期 陆 角 莹 所 

摘 的 那 种 技术 水 平 [01。 与 此 人 反 , 明 清江 南 主要 的 地 方 农 

书 《 如 拖 玉 4 便 民 图 全 #、 黄 省 曾 稻 品 》《 沈 氏 农 书 》. 张 展 祥 

4 补 农 书 》、 姜 曙 《 铺 务农 将 和 .爱城 4 耕 心 农 话 》、 潘 各 沂 4 拉 玉 庄 

本 书 少 . 许 旦 复 4 农 事 游 间 4 等 ) , 却 差不多 都 是 江南 平原 农业 的 

产物 。 它 们 所 记述 的 那 种 非常 精 散 的 农 作 技术 .也 正 是 当时 

江南 平原 各 地 普 壳 使 用 的 技术 。 这 些 技 术 不 仅 远 比 南 宋江 南 

东部 低 田 地 带 所 使 用 的 技术 先进 ， 而 用 也 明显 地 比 南 宋江 南 

西部 高 田地 带 所 使 用 的 技术 更 为 先进 。 因 此 从 江南 平原 来 

说 ,在 南宋 与 明 清 所 使 用 的 技术 之 间 , 盖 虐 显然 很 太 。 从 南宁 

技术 到 明 清 技术 ，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发 展 过 程 。 朱 末 明 初 浆 于 此 

过 程 中 ,并 无 任 和 何 “转折 "可 言 。 

2. 末末 至 明 梓 不 是 一 个 “转折 点 ” 

扩 弃 了 “唐宁 变革” 论 与 “ 明 清 停 汐 ” 论 的 成见 ， 我 们 

就 可 以 会 正 地 判断 宋 未 圣明 初 江 南 农业 变化 的 历史 地 位 了 。 

111 大 说 压 是 交 陈 焉 条 禁 呈 研 究 》, 物 一 4411995:239. 3242.248 页 。 迪 外 ,中 立 艇 二 

也 弄 出 陈 存 所 撒 述 的 技术 , 肯定 下 是 以 南宋 江南 平原 全 图 地 带 的 农 作 技 术 水 

衬 肖 基 动 的 {! 足 立 笋 一 : 案 代 两 源 民 拉 寺 总 本 笑 作 仿生 产 丰 水 准 》 

1 

关 ”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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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这 个 变 北 置 于 唐 代 以 来 -和 干 祭 年 的 长 期 过 程 中 来 看 ， 我 们 

可 以 发 现 : 这 个 变化 与 发 生 于 其 前 后 的 变化 ， 在 方向 上 是 一 

笋 的 ， 四 此 可 以 说 是 同 质 的 。 在 此 意 闪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: 这 个 

时 期 只 是 江南 农业 长 期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中 则 阶段 ， 而 不 荐 

-个 “转折 点 ”。 这 个 情况 ， 在 技术 以 太 经 营 方式 等 变化 方 

面 表 现 得 最 为 明显 。 

(1 江南 水 田 生 产 技术 的 进步 经 历 了 很 长 的 时 间 , 才 发 

展 成 为 我 们 所 熟悉 的 近 和 江 南 水 田 生产 的 技术 体系 。 在 唐 

代 ， 江 南 出 更 子 水 称 种 植 技术 的 两 项 重大 宽 破 一 一 发 明了 

水 稻 的 移植 !{ 擂 身 ) 方 法 和 水 田 理 全 谍 东 理 ”)。 在 此 基础 之 

上 ， 又 发 明了 最 足以 集中 表现 江南 水 困 生 产 技术 进步 的 新 

种 植 制 嵌 一 一 舟 麦 一 年 二 作 抽 !11。 但 是 整个 水 禄 农 作 技 术 

的 完善 和 普及 ,还 需要 很 长 的 时 间 。 例 如 , 要 使 水 稻 耕 作 技 

术 完 备 ,还 需要 发 明 出 其 他 一 些 农具 (如 朱 、 铁 拱 . 耗 葛 等 )， 

培育 出 更 加 合适 的 作 牺 品种 〈 如 上 腊 热 中 稻 和 早熟 晚稻 )， 生 

产 出 更 包 和 更 有 效 的 取 料 (特别 是 饼 取 ) , 等 等 。 这 种 改进 ， 

一 直到 清 代 中 期 才 最 后 完成 121。 凡 此 从 江南 农 作 技 术 的 长 

期 变化 来 看 ,我们 可 以 发 更: 宋 未 明 初 时 期 的 变化 与 其 前 后 

时 期 的 变化 ,是 向 着 同一 方向 《 即 水 田 耕 作 技术 的 精致 化 》 

的 。 过 去 许 才 学 者 往往 看 到 出 现 了 一 两 种 技术 进步 ,就 断言 

整个 水 稻 种 植 技 术 已 经 很 先进 了 ， 而 并 未 指出 这 些 新 技术 

是 否 已 完善 和 忆 真 正 得 到 普及 ， 也 未 说 明 这 些 新 技术 必须 

和 其 他 哪些 进步 相配 合 才 能 真正 发 挥 作用 。 有 还 有 一 些 学 者 

将 存在 手 不 同 地 方 的 先进 技术 站 到 了 一 起 ， 拼 谈 成 为 一 个 

体系 并 认为 这 是 当时 普 遍 司 用 的 技术 。 而 事实 上 这 种 ”技术 

[ti 率 伯 可 赤 唐 代 讶 南 农 业 的 发 蝇 3, 第 3 章 。 

L21 李 伯 看 :dericcural eteelopznemt 3 Janor，1420 一 1850 ,第 3 章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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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 粹 ” 所 迟 现 的 技术 水 平 , 肯定 远 延 超越 现实 中 最 经 常 使 用 

的 那些 技术 。 这 些 看 法 ,显然 不 利于 我 们 对 于 技术 变化 的 正 

确 了 解 。 

(2) 江 南 农 民 的 经 营 方式 . 唐 代 玉 前 是 粗放 型 经 营 , 到 

了 上 唐 代 才 开始 出 现 集 约 型 经 营 , 其 标志 是 单位 稻田 劳动 与 

资本 投 大 的 增加 、 单 位 稻田 产 出 的 增加 以 及 农户 耕 田 数 的 

减少 上 011。 而 在 明 清 时 期 ， 省 南 农 民 的 集约 型 经 营 的 水 平 

仍然 还 在 不 断 提 高 ， 其 主要 表现 也 与 上 述 相 同 [21。 从 前 

面 一 节 的 讨论 来 看 , 宋 末 至 明 初 江 册 农 民 经 营 方式 的 变化 

也 上 中 是 河 着 同样 的 途径 。 正 因 如 战 ,， 无怪 各 个 时 代 的 农学 

家 都 一 再 强调 集约 农业 的 好 处 。 南宋 初 期 江南 农学 家 陈 焉 

说 :“ 详 有 之 斩 : “多 虚 不 如 少 实 , 广 种 不 如 狭 收 。“ 池 码 信 

然 1 “11 对 江南 农业 有 深刻 了 解 的 元 代 农 学 家 王 桢 说 … 凡 

人 家 营 田 , 皆 当 量力 .宁可 少 好 ,页 可 多 亚 。”I41 明 末 江 南 

农学 家 沈 氏 (佚名 ) 说 :“ 作 家 第 一 要 勤 耕 多 变 ， 少 种 多 

收 。”“* 只 要 生活 作 好 ,监督 如 法 ,宁可 少 而 精密 ,不 可 多 而 

草率 志 。" 并 引用 当时 的 农 放 说 :多 种 不 如 少 种 好 ,又 省 气 

方 叉 省 困 。"”151 三 人 所 说 ,都 如 出 一 口 。 由 此 来 看 ,要 说 农 

民 既 营 方式 发 生 了 重大 变化 (或 “转折 ") ,是 难以 令 人 置信 

的 。 除 此 之 外 ,与 集约 型 农业 有 密切 关系 的 其 他 重要 进步 ， 

例如 经 济 作 物种 植 的 扩大 .农业 的 商业 化 .农家 副业 (特别 

[11 李 从 重 妆 唐 伐 江南 在 业 的 此 感 3. 第 4 章 。 

12] 详 风 地 伯 重 区 明 请 时 期 江南 水 带 生 产 电 的 程 度 的 提高 》 必 对 入 民 农 书 ?中 一 

刀 立 宁 之 入 见 ?》， 人 对 争 儿 田 ” 与 江南 农业 生产 相约 程度 的 手 南 ?》、 亿 天" 、 

“地 " “人 "的 变化 与 于 清江 南 的 本 称 生 产 #. 妨 人寿 于 声 ” 与 明 往 江南 表 民 的 

经 车 规模 ?等 ， 

1 芭 陈 焉 家 书 》 兴 上 财力 之 家 简 第 一 - 

141 《于 相 宏 书 4 衣 又 通读 站 之 二 芋 耕 簿 第 叫 。 

[51 和 计 氏 家 书 扩 和 运 轴 地 法 "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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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手工 业 ) 的 发 展 ,. 等 等 ,在 唐 代 和 北宋 都 已 出 现 而 在 明 清 

变 得 非常 显著 .这 些 也 表明 : 自 唐 初 至 清 中 叶 , 江 南 农业 的 

发 展 道路 并 没有 改变 。 

(3) 在 人 口 与 耕地 的 变化 方面 , 情况 略 有 不 内 ,但 是 总 的 

方向 仍然 与 上 述 情 况 一 致 。 

如 前 所 述 , 与 唐 代 以 前 相 比 , 唐 代 和 北宋 的 一 个 重大 特 

点 , 是 对 江南 东部 平原 的 开发 大 大 加 强 , 而 在 明 清 时 期 东部 

平原 更 成 为 了 江南 农业 的 根本 所 在 - 这 个 特点 ,清楚 地 表现 

在 耕地 的 变化 方面 . 在 唐 代 和 北宋 时 期 ,江南 的 耕地 变化 主 

要 表现 为 数量 的 扩大 ,这 与 南宋 久 后 的 情况 频 有 本 同 。 但 是 

即使 是 在 以 土地 开明 为 主要 特征 的 雇 代 和 北 永 ， 农 国 品质 

的 改良 也 是 耕地 变化 的 -- 个 重要 方面 。 在 此 方面 ,水 和 建设 

是 关键 。 唐 代 以 前 江南 水 利 建设 工程 ,主要 是 在 江南 西部 的 

润 州 《 宋 代 的 建 康 与 和 镇江) 和 关 州 , 而 到 唐 代 和 北宋 则 越 来 

越 集中 到 江南 平原 (特别 是 太 泪 凡 东 )LIH 到 了 明 清 .江南 的 

水 利 工程 更 是 绝 大 多 数 集 中 于 江南 平原 。 上 调 以 " 干 田 化 为 

标志 的 耕地 改良 活动 ,也 基本 土 是 在 江南 平原 。 因 此 , 宋 末 

至 明 初 江南 耕地 变化 的 重点 从 二 地 开 旦 转 阿 农田 疏导 ， 也 

是 符合 这 个 大 方 癌 的 。 

在 人 口 变 化 方面 ， 情 况 更 加 明显 。 兹 将 唐 和 北宋 时 期 江 

南 户 数 的 变化 以 及 明 初 至 清 中 叶 江 南 人 口 的 变化 ， 见 表 !14 

与 表 15。 

从 表 14 和 表 15 ,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宋 末 全 明 初 时 期 以 前 和 以 

后 江南 人 口 变 化 的 趋势 是 : 

首先 , 唐 找 和 北宋 江南 平原 东部 {( 苏 州 和 溺 州 东部 ) 的 增 

f 058T 一 的 71 疝 演 前 可 站 雪 油 应 册 下 

[| 李 伯 重 屎 诗 代 江南 农业 的 发 展 ? .36,.86 页 ;斯 流 炉 信 反 宁 羽 江南 径 简 史 宛 研 

宅 $ .2z04 一 208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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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上 表 14 单位 : 户 

1080 年 户 数 ” 

76421 | 100808 | 5S824? 杰 和 本 4 

m- 

3 雪 姑 靶 此 阵 peT 诈 十 
102033 

103109 | 440919 

用 地 人 避 夭 尽 良民 江 南 农 业 的 发 展 9 ,69 瑞 去 2-3 与 斯 波 闹 避 尿床 代 江 南 狂 

滨 史 本 研究 》,144 一 145 页 赤 3 中 数学 计算 测 很 。 

# 忆 括 检 找 的 苏州 .嘉兴 和 和 榜 江 。 

*# 世 括 后 代 的 建 康 [ 江 宁 .应 天 1 与 入 3 谍 。 

表 二 和 单位 : 口 

1g20 年 口 数 * 

2355030 5S47334 有 .3 

]2t9933 263159 2 .3 

775513 3895772 5.0 

的 

明 初 数字 出 于 万 历 { 大 衣 会 典 } 卷 上 上 户 部 及 康 个 (浙江 通 志 》 和 士 四 户口 。 ， 
清 中 期 数字 出 于 嘉庆 (大 清 一 统 志 》。 参 较 暴 方 仲 ,中 国 历代 人 口 .田地 .四 冉 统 
计 $，,181 一 182.233.275 页 ;上 愉 输 香 以 论 明 代 江 南 地 区 的 人 口 密 座 雇 其 对 到 阐 发 

展 的 影响 》。 

长 , 明显 快 于 江南 西部 生 卫 山 地 地 区 的 增长 ; 到 了 明 清 时 期 ， 

江南 人 口 已 绝 大 部 分 集中 于 东部 平原 。 而 据 本 文 第 二 节 ， 介 

乎 其 中 的 未 未 至 明 初 时 期 ,在 人 呈 的 变化 方面 ,也 并 末 显 示 出 

与 这 个 大 趋势 相 违 之 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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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 一 上) 和 这 复 到 站 可 束 省 出 

用 国 mr 

= 1 一 1wr 者 本 一 由 亚 

其 次 ,从 唐 初 到 清 中 ,江南 人 口 的 成 长 率 有 下 降 的 赵 势 . 

在 南宋 以 前 的 四 百年 多 中 ,江南 大 口 增加 了 近 9 倍 ,而 在 明 初 

以 后 的 四 百 雪 年 里 , 却 只 增加 了 近 2 倍 !。 值 担 注意 的 是 ,在 

这 两 个 四 百 多 年 中 ， 天 灾 估 祸 的 发 生 频 率 和 严重 程度 ， 显 然 

都 以 前 一 个 四 百 允 年 为 甚 ， 因 此 人 口 增加 速度 的 降低 ， 主 要 

是 大 为 控制 的 结果 !21。 如 前 所 述 , 时 初 江 南 人 口 约 为 900 万 

而 有 未 约 为 800 万 , 即 在 一 个 半 世 纪 中 大 的 增 加 了 1710。 这 

个 情 咒 ， 如 果 放 在 上 述 长 期 过 程 中 来 看 ， 与 总 的 变化 趋势 屁 

总 之 ， 无 沦 从 可 一 个 方面 来 看 ， 宋 末 至 明 初 江南 农业 的 

变化 ,与 良 代 .北宋 和 明 . 清 的 变化 .都 是 朝 着 加 一 方向 的 , 因 

而 可 以 说 是 性 质 相 同 的 变化 。 当 然 在 变化 的 速 意 方 面 可 能 与 

唐 初 至 清 中 这 -- 千 多 年 中 的 靶 他 一 些 时 期 有 所 不 同 ， 伍 这 种 

不 同 可 以 用 发 展 的 周期 性 来 解释 ， 而 不 应 视 为 重大 的 逆转 。 

手 然 是 性 质 相 同 的 变化 ， 而 在 速度 方 而 也 没有 出 现 重 大 逆 

转 ， 因 此 这 一 时 期 的 农业 变化 ， 显 然 只 是 一 个 长 期 发 展 过 程 

中 的 一 个 中 间 人 性 阶段 而 已 。 在 此 意 头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: 在 江南 

农业 中 ,13、14 世 纪 的 确 出 现 了 若干 重要 的 密 化 ,但 是 并 没有 

出 现 可 以 称 为 “转折 ”的 那 种 重大 变化 。 因 此 ,13.14 世 纪 转 

折 的 说 法 ,是 不 符合 江南 掀 史 实际 的 。 

[1] ts20 年 的 数字 , 实际 成 映 的 是 前 几 年 .甚至 前 几 十 年 的 上 大口 歼 ,因此 肯定 低 

于 1820 年 的 实际 数 宇 。 根 撕 { 户 部 清册 }，1850 年 江南 的 人 口上 总 表 的 为 3600 

万 【地 伯 重 :《 控 御 增 长 ,所 翰 高 福 : 消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上 口 行为 3)。 据 此 ， 

1350 年 江南 人 口 比 1393 年 增加 了 欧 和 售 强 。 

12] 地 但 重 : 控 制 增长 .以 坦 高 猎 :清和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大口 行 沪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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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 ”> “ 寺 ?” 、 “人 的 双人 化 与 

明 请 江南 的 水 稻 生 产 
-一 -一 wm 

他 诈 博 尘 桔 各 疝 壮 列 灿 本 三 妹 [ ] .| 二 半 [ 冲 】 We 

农业 生产 是 人 类 如 力 与 自然 环境 共同 结合 的 产物 ， 而 

农业 生产 的 自然 环 弹 主要 又 由 气候 与 土地 组 成 。 因 此 气候 

《 即 中 国 传统 农学 理论 中 的 “天 ”或 “天 时 ”、“ 天 道 ")、 土 地 

( 即 “ 地 ”或 “地 利 " “地 道 ") 与 人 类 努力 ( 即 "“ 人 或 "人 和 、 

“人 事 ”“ 人 道 ") , 梅 成 了 农业 生产 的 三 大 基本 要 素 。 由 于 中 

贷 自 古 以 衣 立 国 , 家 业 在 国民 径 济 中 占 有 蔓 重 要 的 地 位 , 所 

以 这 二 大 要 素 与 农业 生产 之 间 的 关系 ， 很 早 就 已 受到 先哲 

们 的 重视 。 中 国 古 代 关 于 "天 "“ 地 ”“ 人 “关系 的 "三才 " 首 

学 理论 , 即 与 此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(1。 早 在 先秦 时 期 ,学 者 们 

1 美 于 恢 配 农学 中 三才" 理论 的 竹 释 分 析 .所 见 名 李 根 情 著 { 中 国 古代 农业 +# 一 

书 为 量 让 分 。 他 试 为 天 "和 "地 " 指 自 然 界 的 气 配 和 十 壤 -地形 等 ,局 农 地 生 

产 :的 环境 因素 .而 人 刚 是 宏 业 生产 的 主体 。 窑 业 是 自 狼 再 生产 和 既 放 再 生产 

的 入 一 .作为 自 热 戎 生产 ,农业 生物 { 即 " 称 ") 高 不 开 它 疗 围 的 自 极 环境 ;作为 

经 羡 再 生产 .农业 生物 甩 高 不 开 作 为 农业 生产 主导 者 的 人 .在 业 是 农业 生物 、 

自 热 环境 和 大 构成 的 相互 依存 、 相 互 制 的 的 生态 系 绒 和 经 锋 取 统 。 改革 氏 赛 

秋 #" 审 时 "中 担 册 的 关于 " 塘 " 与 "三才 " 美 时 的 疝 是 ,已 接 击 到 了 农业 的 这 

本 质 { 条 阅 李 根 几 :t 中 国 古代 农业 》, 第 3 章 第 5 季 。 此 和 黄 标 题 即 为 " 碳 ' 三才 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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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怠 已 人 认识 到 :“ 夫 稼 ， 为 之 者 人 也 , 生 之 者 地 也， 养 之 者 天 

也。 中 国 早 期 传统 宕 学 对 上 述 三 大 四 素 在 农业 生产 中 的 

不 同 作 用 所 作 的 这 个 概括 , 即使 用 今日 的 眼光 来 看 . 仍 十 分 

精 名 , 央 为 它 已 接触 到 了 农业 的 本 质 [21。 到 了 清 代 初 年 , 江 

南 叫 想 家 瓜农 学 家 陆 世 侈 对 此 更 作 了 进一步 的 关 才 :“ 环 

上 时. 地利. 人 和 .不 特 用 兵 为 然 , 凡 事 此 有 之 。 即 家 日 一 事 ,区 

系 交 重水 旱 ， 天 时 也 ; 肥 将 ， 好 利 也 ; 做 治 星 尽 ， 人 和 和 

也 。… 当 王者 之 中 , 沦 其 要 则 莫 重 于 人 和 ,而 地 利 次 之 ,天 时 

马 次 之 ; 论 其 要 则 芮 要 于 天 时 ,而 地 利 次 之 ,人 和 又 次 之 。 故 

雨 蝶 时 若 , 则 下 地 之 所 获 与 由 地 之 所 获 等 ; 土 性 肥美 , 则 下 

农 之 所 获 与 上 农 等 ; 劳 遗 顿 珠 故 记 。 然 使 既得 天 时 ,既得 地 

利 , 而 又 能 济 之 以 人 人 和, 则 所 获 必 更 与 他 人 人 不同, 所 以 此 正 

于 人 和 也 。 09 这 一 见解 ,不 仅 相 当 准 确 地 说 明了 气候 .上 地 

与 人 类 始 力 三 大 基本 要 袁 在 农业 生产 中 的 各 自 地 人 位， 而且 

也 万 略 地 发 现 了 这 些 要 素 彼 此 同 存 在 某 种 格 互 依 更 、 相 互 

制 鲍 和 相互 代 慌 的 关系 。 

由 于 上 述 农 业 生 产 三 大 要 率 彼 岂 之 间 人 存在 着 密切 的 

关系 ,而 这 些 要 喜 双 无 时 不 处 在 不 断 地 变化 过 程 之 中 。 因 

此 倘若 其 中 某 一 要 夫 发 生 蛮 动 , 必然 引 起 其 他 要 袁 也 发 生 

改变 ， 有 从 而 导致 农业 生产 出 现 变 化 。 从 这 个 意义 上 来 说 ， 

“ 停 汪 "的 农业 是 没有 的 。 明 清江 南 的 水 稻 农 业 自 热 也 不 全 

“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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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nm 一 寺 He 

-nm 一 

【 058[ 一 05rT 1 有 坟 向 到 洗 蝴 涉 讽 峭 于 

理论 为 核心 的 农学 思 想 ”)。 在 本 立 中 , 我 们 着 重 从 既 济 灾 的 角 麻 来 人 务 析 环境 

对 农业 生产 的 影响 辣 题 ,所 读 到 的 “人 "并 不 是 作为 生产 者 的 人 ,而 只 是 他 们 

在 农业 生产 中 所 进行 的 轩 力 (从 村 种 意 关上 也 可 以 说 天 指 劳动 )。 因此 我们 把 

“上 大" 措 为 农业 生产 的 基本 要 夫 之 一 ,并 下 与 人 类 是 农业 生产 的 主 迟 这 一 事实 

相 首 盾 - 

[1] 所 目 氏 厅 秋 入 记 时 "篇 。 

[2] 李 根 里 :中 国 古 代 农 业 3.320 一 121 页 。 

「31 了 峙 氏 《 思 办 天 概 枫 ? 准 二 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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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!11。 在 本 文中 ,我们 将 首先 考察 明 清 江南 气候 .土地 与 

人 类 努力 三 大 农业 生产 要 泰 发 生 了 和 什么 变化 , 然后 探讨 这 

些 变化 对 于 水 狠 生 产 具 有 和 何 种 影响 。 

一 “ 明 清江 南 * 天 "“ 地 "”“ 人 ”的 变化 

气候 与 气象 不 同 ， 指 的 是 地 球 大 气 的 长 期 状态 。 与 农业 

生产 关系 最 密切 的 气候 因素 , 主要 是 太阳 光 辐 射 能 日照、 温 

麻 ,降雨 等 。 本 文中 所 说 的 土地 ,内 容 不 仅 包 括 土地 的 外 部 性 

状 { 即 地 理 .地 文 以 腥 水 文 状 况 ) ,而 昌 还 包括 土地 的 内 部 性 状 

( 即 士 壤 的 性 质 、 结 构 .成 分 .肥力 .耕作 层 这 度 . 通 透 性 、 酸 碱 

度 等 )。 中 国 类 陋 农 学 界 通常 把 对 于 农业 生产 最 为 关键 的 气 

急 与 土地 因素 , 归纳 为 光 、 热 、 气 (氧气 及 二 氧化 碳 ) 、 土 【 士 

壤 ) 水. 肥 ( 肥 力 ) 六 项 上 器。 这 些 因 素 以 一 定 的 方式 颖 合 起 来 ， 

共同 构成 农业 生产 的 基本 自然 环境 。 我 们 对 明 清 江南 水 稻 生 

[1 幸 玄 中 的 明 请 时 揣 , 避 外 插 通 常 折 说 的 明 匠 后 期 { 即 豆 靖 声 至 明 ) 与 溥 我 朋 

中 期 { 即 征 统 一 至 道光 床 ). 友 恒 上 如 16 世纪 初 期 到 19 世纪 中 期 。 之 所 以 以 16 

世纪 初期 为 前 限 ，- : 刚 是 因为 此 前 廊 南 资料 较 杰 1 二 刚 按 照 许 过 学 者 的 大 法 ， 

江南 经 勿 的 盘 厅 ., 大 村 以 明 嘉 靖 时 期 11322156 年) 为 转折 点 ,其 果 后 育 是 显 

益 和 蜡 ! 傅 让 瑟 :明代 江 了 南 市 区 赤潮 试 次 .1 页) 至 于 以 请 道光 (18320 一 1850 年 ) 

林 为 后 限 , 则 是 由 于 撕 接 道光 之 后 的 ,是 一 场 何 炳 机 称 为 “人 类 历 由 上 规模 闻 

太 的 上 内战" 太平 天 围 战争 。 在 此 友 争 中 ,江南 社会 经济 于 要 了 前 所 洲 有 的 筷 太 

黎 才 ,因此 自 道 光 以 后 , 汪 击 年 久 状 岗 涩 生 了 巨大 的 蛮 化 ， 与 过 去 在 许 禾 方面 

已 太 本 一 拌 了 .很 明 吾 ,这样 的 前后 限 , 与 大陆 太吉 表 学 者 所 划 的 * 杜 丰 主 只 萌 

填 " 封 期 的 前 后 限 去 至 一 到 。 撤 开 “ 弓 本 主 闷 萌 坦 ” 癌 题 不 论 , 中 同 ! 特 出 是 江 

南 ) 径 许 在 上 述 时 期 的 党 下 与 其 前 后 相 比 , 自 有 其 特点 , 榴 成 一 个 特别 的 阶 朋 ， 

应 是 可 以 肯定 的 .因此 采用 这 样 的 前 后 女 .应 略 台 理 .本 立 中 的 南 地 区 ,其 范 

围 见 李 件 重 : 简 论 * 汪 南 地 区 "的 界定 j 已 收入 不 书 ), 些 未 束 述 。 

[2] 方 载 逻 等 :{ 遍 江 的 耕作 出 度 》,2 一 3 页 ;韩文 负 等 并 中国 农 业 科技 改 展 史上 团 》， 

8 了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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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的 一 Dr 有 洒 疝 可 六 邮 下 消 
or 一 

产 环 境 变化 的 考察 ， 也 将 主要 集中 在 这 些 因 束 的 变化 上 。 至 

于 本 文 所 说 的 农业 中 的 人 美 努 力 ， 则 不 仅 包 括 农 民 在 农作物 

束 塔 过 程 中 所 付出 的 劳动 ， 而 且 还 包括 他 们 在 其 他 对 农业 生 

产 有 有 重大 影响 的 活动 (如 水 利 ) 方 面 所 进行 的 奴 力 。 在 本 文中 ， 

我 们 对 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的 讨论 , 将 集中 在 大 规模 的 水 土改 良 、 

水 稻 种 覃 技术 的 敢 进 与 推广 等 方面 。 

(一 ) 气 候 的 变化 

关于 近 王 百年 来 中 国 (《 特 别 是 江南 ) 的 气候 变 池 , 等 可 椒 

早 在 1960 年 代 即 已 作 了 开创 性 的 研究 10。 最 近 十 年 来 这 方面 

的 研究 成 果 颇 丰 ， 不 过 似乎 主要 集中 在 气温 的 滤 动 以 及 水 旱 

灾害 的 发 生 两 个 方面 。 

1. 气温 变化 

笠 可 桢 1972 年 的 研究 显示 :在 1400 一 1900 年 问 ,中 国 曾 

有 过 两 个 冬季 温暖 时 期 (1550 一 1600 年 .1720 一 1830 年 ) 和 三 

个 冬季 寒冷 时 期 (1470 一 1520 年 .1620 一 1720 年 .1840 一 1890 

年 )。 在 寒冷 时 期 中 ,17 世纪 气 组 最 低 , 特 中 以 1650 一 1700 年 

闻 为 最 甚 。 等 氏 所 用 资料 以 华东 及 华 申 地 方志 为 主 ， 因 此 其 

研究 结果 颇 能 找 表 江南 气温 变化 的 大 势 。1980 年 代 中 外 学 者 

的 研究 成 果 ， 从 不 同 的 方面 证 实 了 笃 氏 所 指出 的 变化 大 过 太 

体 上 是 正确 的 器 。 虽 然 各 位 研究 者 在 对 冷 晨 时 期 的 划分 上 尚 

[1] 和 芷 可 秆 必 历 史 时 全 世 界 气 册 的 入 和 动 y。 

[2 和 企 所 球 :中 国 近 五 千年 来 气 委 的 异 当 期 及 其 天 六 成 因 祁 讨 #: 汪 子 春 . 商 建 

国 : gk 中 国 近 二 千 五 百年 来 植物 重 蕉 历史 记录 之 物 上 裔 半 沈 1 Yehehien 而 ai 四 : 

Seraygr Jon 呈 庆 or Piees 剖 届 e anglee Deala， 环 和 49 中 所 引 张 斑 远 等 人 

的 研究 ,等 等 。 



有 :- 些 较 小 的 分 歧 ,但 是 大 体 而 言 , 他 们 的 人 研 究 成 采 在 以 下 一 

点 上 是 - 致 的 , 即 137 世纪 和 19 世纪 中 期 是 中 国 〈( 和 包括 江南 ) 

的 气候 寒冷 期 ， 而 16 世 纪 后 期 及 18 世纪 则 是 气候 滥 暖 期 。 

叉 ， 风 其 中 - 些 研 究 中 还 可 抑 到 : 与 17 世纪 相 比 . 18 世纪 的 

江南 年 平均 气温 大 约 生 开 了 1111。 

根据 案 年 气象 资料 , 一 般 而 言 , 海 技 高 麻 每 上 升 100 米 ， 

年 平均 气温 相应 下 降 大 约 0.45% (冬季 0.42% ,， 夏季 0.51 和 

亦 右 ) ,同时 降水 量 增加 .而 日 照 与 光 辆 射 减 少 。 因 此 ,如 果 年 

笠 均 气温 下 降 1% ,今日 江南 平原 的 气候 状况 , 就 大 致 接近 于 

(或 略 进 于 ) 现今 新 西山 区 的 气候 状 澳 , 即 年 平均 气温 从 165 

以 上 降生 15.5 和议 下 ,109 过 20 和 的 年 积温 自 4100 和 以 上 降 

至 4000 反 以 下 , 光 辆 射 值 从 110 一 114 于 卡 / 平 三 厘米 以 上 降 

至 101 一 105 于 卡 7 平 方 厘米 以 下 , 年 日 照 数 以 2000 小 时 以 上 

降 至 1900 小 时 以 下 ， 年 降水 量 则 由 1200 毫米 以 下 升 圣 近 

1500 训 米 以 上 !。18 世纪 的 气温 较 今 日 略 低 , 国 此 可 以 推 知 

17 世纪 江南 平原 的 气候 ,总 的 来 说 可 能 比 今日 浙 西 山地 丘陵 

地 区 还 要 更 阴冷 潮湿 一 些 。 

号 

才 诈 高兴 导 到 生计 吕 灯 必 靖 寻 「].[ 视 下 汕 】 

2. 降 玉 变化 

郑 艇 经 对 明 清 江南 水 旱灾 害 的 研究 显示 : 明 清 时 期 汪 

南 气 想 有 多 水 期 与 干旱 期 相互 变 替 的 规律 。 在 垢 让 纪 至 

19 世 纪 这 四 百年 中 ， 除 1523 一 1568 年 及 1625 一 1662 年 为 干 

单 期 外 , 均 为 案 水 期 。 但 是 在 最 后 一 个 包 水 期 【1663 一 1900 

年 ) 中 ， 水 灾 次 数 在 水 旱灾 和 疙 次 数 中 所 占 的 比重 仅 为 

60.2 双 ， 大 大 低 于 在 前 两 个 客 水 期 中 的 相应 比重 《分 别 为 

[1] 大 外 和 宪 氛 球 :中 国 近 五 千年 来 气 个 的 异 带 期 下 其 开交 万 因 皂 讨 ?. 图 1， 

[21 方 载 逻 等 以 新 江 的 糙 作 伞 麻 4,48、50.53.61 而 以 长 更 -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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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41 一 05zT 关 渡 前 和 到 阁 部 班 昔 砷 

84.9 锡 与 则 .2 和 %)。 同 时 ,最 后 一 个 多 水 期 中 "大 水 "在 水 灾 蜗 

煞 中 的 比重 (28.5 免 )， 也 低 于 前 两 个 煞 水 期 中 的 相应 比重 

{ 分 别 为 折 癌 与 31.5 镶 )。 若 将 明代 (1368 一 1644 年 ) 枉 请 代 

{t644 一 1911 年 ) 作 比较 ., 则 水 灾 的 发 生 频 率 , 明 为 3.7 年 一 

次 , 清 为 4.0 年 一 侈 111。 这 与 用 方 载 省 等 对 杭 嘉 调 三 府 的 水 

灾 统 计数 字 计 算 所 得 的 结果 {1 明 我 1.3 年 一 次 , 清 代 1.7 年 

一 次 ) 所 显示 的 趋向 一 致 [031， 即 清 代 水 患 发 后 频率 傅 实 低 

于 明代 。 当 然 .由 于 江南 各 地 小 气候 的 差别 ,上 述 数 字 或 许 

还 未 必 能 充分 说 明 问 题 。 但 是 “特大 水 早 ” (受灾 面积 超过 

全 地 区 的 273 的 水 旱灾) 的 发 生 情 况 ,应 汝 可 以 更 明确 地 表 

现 江 南 的 气候 变化 状况 .依照 源 肇 经 的 统计 ,明代 有 特 太 水 

灾 5 侈 ,特大 旱灾 3 次 ! 清 代 则 分 别 有 2 次 和 4 次 . 郑 按 世纪 

计 , 则 16 此 纪 上 有 特大 水 灾 3 次 ,特大 早 灾 2 次 ;17 世纪 与 

19 世 纪 和 者 有 特大 水 旱灾 各 2 次 ;而 下 址 纪 则 仅 有 特大 水 灾 

1 次 。 此 外 , 从 果 料 对 灾情 的 描述 来 看 , 17 世纪 的 水 旱灾 均 

最 为 严重 [31。 

将 明 清江 南 水 旱灾 害 所 体现 的 降水 变化 情况 与 前 面 气 温 

变化 情况 相对 照 ,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 明 清 时 期 的 气温 变化 与 江南 

的 降水 变化 ,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。 气 温 升 高 , 水 灾 即 减少 碱 轻 ; 

反之 则 增 案 加 重 。 其 主要 原因 善 在 于 : 我 国 来 部 气候 属于 北 

半球 季风 气候 ;东南 热带 瘤 祥 气流 是 水 汽 供 应 者 ,但 这 种 水 汽 

必须 同 北 方 南 来 的 寒冷 空气 相遇 方 能 产生 降雨 。 如 果 气 温 降 

低 , 东南 热气 流 达 到 长 江 下 游 后 北上 乏力 , 只 好 停留 此 地 , 与 

北方 冷 空 气 形成 长 时 期 的 拉 饥 式 反复 进退 局 面 ， 从 而 导致 久 

雨 和 长 期 阴 天 。 由 于 江南 揭 主 体 部 分 -一 一 江南 平原 一 一 地 势 

1 据闻 第 友 士 铺 : 志 普 水 利 技 术 史 ,255 页 由 数字 计算 ， 

F2} 方 盐 辉 等 区 渐 汪 的 耕作 示 度 3》.90 页 。 

131 涯 蓝 经 主 编 区 太湖 水 利 技术 由? ,第 10 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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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 尘 易 庄 ， 昨 量 还 多 即 会 造成 水 嘎 ， 因 此 水 灾 历 来 是 江南 的 

主要 自然 灾 患 ， 而 和 义 雨 则 叉 是 导 纺 水灾 的 首要 原因 0， 和 气 

温 簿 低 所 引起 的 长 期 潜 南 ， 无 疑 增加 了 水 灾 的 频率 与 范围 ， 

从 丽 扩 大 了 水 患 的 影响 。， 此 外 .， 久 坛 以 大 与 之 有 密切 关系 的 

长 期 阴 天 ， 对 日 照 时 数 和 光 辆 射 量 等 也 都 有 重大 影响 。 特 别 

基 江 南 久 两 通常 集中 在 农历 五 一 八 月 (31, 而 这 本 来 正 是 江南 

日 赂 与 洗 辐 射 最 多 的 时 期 。 此 时 期 降水 过 ,干旱 期 短 , 则 卓 表 

与 光 畏 射 玖 旧 减 少 131。 

总 而 言 之 ，16 世 纪 初 期 至 19 和 夫 纪 中 期 这 三 和 白 多 年 中 ， 

江南 的 气候 经 所 了 一 个 由 低温 多 十 一 一 高 温 少 十 (相对 而 

言 ) 一 一 低温 多 两 的 变化 过 程 。 其 中 , 17 世纪 和 18 地 纪 分 别 

为 气候 最 劣 和 最 佳 的 时 期 。 

(二 ) 土 地 的 变化 

土地 变化 ,从 导 臻 变化 的 原因 来 看 , 包括 自然 变化 与 

人 工 变 化 两 种 。 在 明 清 江南 , 土地 的 自然 变化 主要 是 太 测 

出 海河 道 以 及 感 淹 地 域 〔【 即 受潮 水 影响 的 地 域 ) 范围 的 变 

化 (二 者 又 互 有 密切 关系 ), 耐 人工 变化 则 又 主要 和 包 揪 治水 

与 改 土 等 。 

[11 奖 壮 复 未 对 公元 300 一 1900 年 间 太 湖 地 区 水 旱灾 害 的 研究 ,水 灾 次 数 上 大 的 为 

旱灾 六 甫 的 两 依 ; 而 在 水 灾 中 ,， 扩 两 导致 的 汶 帘 〈【 即 闫 氏 所 说 的 “证 两 型 水 

灾 ") 的 寥 数 ,. 总 占有 责 情 记录 水 宽 总 数 的 70 有 ,因此 泽 雨 开 求 灾 向 来 基 江 峡 

的 主要 灾 册 ( 郑 复生 主 妨 洒 太 摘 求 利 技术 史 》,240 页 1， 至 于 降水 恼 少 所 引 站 

的 旱灾 , 因 江 南 卫 表 水 丰 高 , 壮 活 季 统 完善 , 除 少 束 商 元 之 地 和 少数 晴 量 特 少 

的 年 雪 外 ,为 趾 一 般 来 说 十 算 太 严 重 。 

[31 郑 歼 径 主 编 区 去 秋 水 利 括 术 宙 #,242 -243 焉 。 

13] 方才 多 认 为 就 省 日 的 入 车 戎 平原 与 新 画 山 邮 丘 辽 地 区 相 比 ,前 者 日 须 较 寿 ， 

光照 丰富 , 光 辐 射 仿 亦 较 高 . 主要 师 天 印 在 于 降 本 较 少 , 下 半年 的 干旱 期 较 长 

广 载 多 等 区 新 江 的 耕作 测度 二 ,8 贞 ) 

rr 本 时 -下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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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IT 一 和 ZL 有 渤 栈 下 问 全 开 当 霄 

1. 水 文 变 估 

过 去 对 明 清江 南 治 水 的 研究 不 少 ， 但 是 多 数学 者 对 于 明 
清江 南 水 利 建设 的 成 就 评价 不 高 。 主 要 的 意见 是 ; 尽管 明 清 
官方 也 进行 了 相当 的 努力 ,但 由 二 目标 不 统一 ,缺乏 长 远 .…- 致 
规划 等 原因 , 故 收 残 有 限 。 因 而 整个 水 利 系 统 日 益 豪 乱 ,抗灾 
能 力 每 况 依 下 [0 。 

|: 述 看 法 自 有 其 道理 ,但 是 似乎 很 难说 是 公允 的 。 首 先 ， 
我 们 要 强调 :在 当时 的 技术 条 件 下 ,人 类 对 绩 土地 的 重大 自然 
变化 (如 太 潮 出 海河 道 的 通 塞 与 改道 . 感 潮 地 域 范围 的 改变 以 
及 潮汐 影响 程度 的 变化 等 ) 的 能 力 非 常 有 限 ,并 不 能 够 真正 制 
目 这 些 变化 。 央 此 导致 江南 永利 系统 紊乱 的 主要 原因 ， 到 底 
在 于 自然 方面 还 是 人 事 方面 , 尚 待 深信 讨论 。 其 次 ,若干 土地 
的 重大 自然 变化 对 江南 农业 究竟 是 利 是 生 ， 也 待 重新 考虑 。 
例如 ， 与 太湖 出海 河道 改变 有 密切 关系 的 江南 感 潮 地 域 范围 
的 变化 ,对 江南 东北 部 长 江 沿岸 地 带 (特别 是 大 仓 州 和 松江 府 
北部 ) 的 水 稻 生 产 具 有 不 利 影响 ,但 同时 对 江南 东南 部 钱塘 江 
消 岸 地 带 ( 特 别 是 杭州 府 东 部 ) 水 稻 生 产 的 影响 却 颇 为 有 利 ， 
不 仅 如 此 ,对 整个 江南 地 区 的 水 稻 生 产 来 说 ,上 述 变 化 也 是 利 
大 于 弊 [1。 篆 次 ,江南 水 利 系 统 抗灾 能 力 碱 退 的 说 法 ,也 与 清 
代 江 南 水患 频率 低 于 明代 的 事实 不 符 。 尽 管 水 灾 碱 少 还 有 上 
述 气候 方面 的 原 困 ， 但 水 利 系统 无 疑 仍 起 着 重要 作用 。 从 记 
载 中 可 以 看 到 :由 于 水 利 技术 的 进步 ,江南 民间 水 利 系 统 不 断 
改进 ,使 得 水 旱灾 患 明 显 碱 少 。 典 型 的 例子 如 青浦 县 ,本 是 江 

[1] 条 较 Philip Hoang: 了 Je 天 ranml Farrdy andg Ptraf 站 rpeiopmem im 二 Rn 站 cp， 

1 向 一 1953 第 1] 音 遍 引 用 的 返 人 研究 成 果 。 

[2] 北 卫 商人 芭 中 国 江 南 二 角 锅 这 苍 付 再 同 商 地域 信 班 理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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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最 为 佐 尘 的 地 区 之 .…, 杯 实 最 为 频 殴 。 但 是 在 19 世纪 初 由 

孙 峻 倡导 的 “ 围 ”、“ 奏 ” 治 圩 法 推行 后 ， 全 县 近 三 十 年 都 

无 隶 串 11。 总 之 , 江南 上 地 的 水 利 菜 侍 在 我 们 所 赋 究 的 时 期 

肉 有 相当 的 改善 ， 这 不 能 不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归功 于 水 利 系 统 的 

2. 土壤 变 作 

江南 的 改 士 (农田 改良 ) 工作 在 明 清 时 期 有 重大 成 就 , 但 
过 去 学 术 界 对 此 重视 不 够 。 直 至 近来 滨 岛 敦 俊 、 北 田 英 人 等 
才 对 此 作 了 深入 研究 。 滨 岛 敦 俊 认 为 江南 的 农用 开发 ， 到 明 
初 已 基本 结束 ; 但 大 规模 的 农田 改良 , 却 到 15 世纪 中 时 才 开 
始 ,而 大 体 结束 于 17 世纪 中 期 1。 大 过 从 北 田 英 人 对 江南 农 
田 指 生 态 状况 的 研究 来 看 ， 即 使 到 19 世纪 初期 , 在 江南 若干 
地 区 (〔 特 别 是 东部 沿海 地 带 ), 仍 有 相当 大 数量 的 土地 有 待 改 
良 Gi1。 叉 ,森田 明 认 为 ;江南 农 贱 改良 的 关键 是 排水 , 而 主要 
依靠 的 排水 方式 是 多 部 龙骨 车 的 共同 作业 ( 即 “ 大 栅 车 ")。 这 
种 作业 方式 最 然 早 已 册 现 , 但 到 清 代 中 期 方法 普遍 !。 因 此 
整个 农田 改良 过 程 ,我 认为 要 到 19 世纪 中 期 方 告 完结 [5]。 

15 世纪 中 期 以 前 江南 的 土地 开发 ， 以 扩大 农田 面积 为 主 
查 目 的 , 故 演 岛 氏 称 之 为 “外延 式 开 发 "。 其 主要 手段 是 建立 圩 
田 与 围 田 (二 者 到 明 清 时 期 已 无 大 差别 ), 即 修建 人 工 堤岸 ( 圩 
或 围 ) 轿 围 低 湿 菜 地 ,将 其 改造 为 农田 。 这 种 圩 围 的 规模 , 通 党 

flI1 二 由 区 筑 圩 图 说 ?. 陈 其 蕊 序 。 

12] 流 岛 束 坎 区 土地 开 和 党 与 考 商 咕 动 一 明 疏 中 上 期 江南 地 主 之 投 壮 活 动 y。 

131 北 田 甘 大 屎 宋元明 渍 期 中 履 江 南 三 痢 诈 下 羔 号 志 化 上 上 条 村 手工 业 呈 腔 肢 民 

隔 本 站 研究 ,4 一 42 页 - 

[4] 柬 俘 忠 世 . 幅 井 由 射 丰 主编 :中 国 江南 太 舟 作文 化 一 一 下 四 学 阶 的 研 

究 》.198 页。 

151 克 闻 于 和 伯 重 : 4ericaural Desdopmeng 站 天 engrna， 折 绍 一 4350. 生 1 章 第 1 和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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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一 OrT 1 油 洒 削 翅 站 而 江 尚 赂 

颇 为 巨大 -. 直到 明 宣 德 时 ， 苏 州 府 依 然 是 “每 田 “: 圩 ， 才 则 

六 七 二 启 , 少 则 三 四 子 亩 ”*[1 .其 全 到 了 万 历时 ,江南 作 地 圩 大 

者 仍 在 千 亩 以 上 1- 以 嘉兴 府 秀 水 县 为 例 , 万 房 中 期 了 该 其 有 

S000 让 以 上 的 二 了 尚 有 17 个 ,3000 一 5000 让 者 34 个 ,1000 一 

3000 亩 者 104 个 .500 一 1000 亩 者 47 个 ,而 500 调 以 下 音 仅 3 

个 131。 皇 同 过 大 , 肉 端 类 多 。 首 先是 坪 围 内 了 地势 商 下 不 等 ,其 

中 大 量 低 汗 的 土地 无 法 有 玖 利用 。， 因 此 演 品 氏 指 出 大 打 内 包 

售 有 许 密 芒 地 与 池 娘 141。 其 殉 , 大 圩 虽然 甬 有 效 地 扫 外 水 进 

和 人， 但 由 于 当时 排水 工具 效能 有 限 ， 倘 考 太 雨 和 嘻 ， 则 妇 如 

万 上 时 吴江 知县 赵 称 芯 所 指出 者 :“ 夫 围 大 而 演 、 则 车 序 之 力 

不 能 齐 ， 是 坐视 其 府 也 。 叶 则 车 序 之 水 不 能 到 ， 是 立 待 其 杭 

志 。 ”151 江南 向 以 水 灾 为 患 , 大 圩 内 水 无 法 排出 , 必然 造成 大 

量 农田 受潮 。 因 此 北 田 黄 人 指出 宋 元 以 及 了 明 前 半期 江南 大 片 

农田 受 泪 是 常事 (9。 而 从 家 学 的 角 记 来 看 ,稻田 长 期 羯 水 ,对 

土壤 有 援 为 不 良 的 影响 ,会 严重 肖 民 十 地 的 牛 产 能 力 71。 

15 世纪 中 期 以 来 的 老 田 改 良 , 滨 岛 氏 称 之 为 “内 涵 式 

开发 ", 瑟 的 即 是 为 了 克服 以 上 册 端 -这 一 改良 的 主要 特点 

是 :1 消除" 内 部 边疆 ”(intermal frontier), 即 开 星 原来 大 圩 

内 的 大 量 芒 地;(2) 实行 “ 干 瑟 化 ”, 即 改 造 必 温 耕 她, 坦 高 

耕地 土壤 的 熟化 程度 1081。 这 一 改良 主要 采取 的 方法 是 “分 

[1] 况 钟 民明 况 二 守 消 苏 政 绩 全 夺 ? 了 知 九 《 入 深田 圩 及 订 贿 水 利于 }。 

[21 这 岛 部 公交 土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一 明 几 中 期 红 南 地 主 之 投资 活 敬 }。 

L3] 湾 部 员 世 . 朱 井 由 租 雄 主 编 以 中 辐 江 南 咏 称 作 充 化 至 二 学 了 时 的 研 充 }》， 

194 -195 责 。 

[41 该 惫 部 机 尽 土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一 - 明 长 中 其 江南 地 主 之 投资 舌 辣 ) 

[5] 若 份 坟 族 西 辣 》 黎 一 十 丘 江 靶 府 赵 候 异 疏 调 序 }。 

[6] 北 田 英 区 宋元明 各 期 中 国 江 骨 三 角 族 肚 光 全 进化 二 家 村 手下 汐 由 党 展 全 

羡 二 否 斌 究 ?, 第 二 章 。 

17] 高 亮 之 , 李 林 :水 和 气 粤 生 总 ?, 391 页 。 

[8&T 管 岛 救 息 : 芋 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一 -明代 中 期 圈 南 地 主 之 投资 活动 y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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圩 ”， 即 将 一 个 大 圩 分 为 众多 小 圩 。 随 着 “分 厂 ” 的 进展 ， 
小 圩 的 标准 也 日 益 降 低 ,由 宣德 时 的 500 调 降 至 万 历时 的 100 
亩 (34 。 由 于 小 圩 面积 有 限 , 符 台 当 时 排灌 工具 工作 能 力 , 因 此 
“分 圩 " 不 仅 可 以 充分 她 开发 大 圩 内 存在 的 大 量 芒 地 , 而 且 能 
够 有 效 地 排出 农田 税 水 ， 使 之 干燥 化 。 这 一 农田 改良 活动 十 
分 成 功 , 到 了 19 世纪 中 期 , 江南 大 多数 低 湿 土 地 已 被 改造 为 
可 以 种 厢 冬 季 时 地 作物 的 良田 01。 这 里 需要 强调 : 农田 的 改 
良 ， 使 得 在 同一 耕地 上 的 水 早 轮作 成 为 可 能 ;而 这 种 水 旱 轮 
作 , 反 过 来 叉 对 农田 的 改良 起 到 积极 的 作用 ( 详 下 文 )。 

土地 的 生产 能 力 ( 即 地 力 ), 是 -- 个 内 端 贤 多 的 概念 ,不 
仅 包 括 土壤 中 的 养分 含量 ， 而 且 和 包括 土壤 的 理化 性 状 及 生 
物性 状 等 。 明 清江 南 农 田 改良 的 结果 ,使 得 寿 地 生产 能 力 有 
颇 大 的 提高 。 北 田 英 人 认为 明 清江 南 的 农业 年 产生 态 坏 境 
有 改善 31,， 这 和 我 们 这 里 所 说 的 明 清江 南 农田 品质 不 断 改 
闫 是 相符 的 。 因 此 ,尽管 水 文 的 变化 和 水 利 建设 中 确实 存在 
种 种 问题 , 但 是 总 的 来 说 , 明 清江 南 农业 生产 的 土地 条 件 厚 
在 不 断 改善 。 

(三 ) 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

明 清 江南 农民 用 以 提高 水 称 直 产量 的 主要 手段 ， 大 臻 有 

以 下 几 种 :(1 进 行 水 利 建设 和 农田 改 限 区 2 调整 作物 种 植 布 

[il 藤 岛 瘟 户 区 关于 江南 " 圩 "的 兰 干 者 窜 少 。 

[2] 即 到 殷 世 纪 中 叶 {18 和 0 年 以 前 ,江南 也 和 还 有 - 些 地 方 , 叱 地 势 过 低 ,成 巍 十 

过 过 ,或 二 者 草 有 之 ,而 去 实行 水 帮 和 春花 揽 种 的 。 例 如 在 检 江 举 西 部 诸 上 县 . 

白 遵 抑 三 年 【1823 年 ) 大 水 实 届 后, 气 任 一 直 直 正业 ， 折 以 种 春花 的 低 田 很 少 

《 著 末 的 衫 亨 农 容 站 ) 

业 上 纯 英和 人 二 宋元明 清 期 中 国 江南 三 洲 采光 四 进化 上 林村 手工 业 中 区 展 忆 

深 才 吾 斌 穹 $ ,第 3 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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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s 冶 坟 和 格 站 部 邓 湛 峭 

人 人 5 中 1 

局 , 将 不 适宜 种 稳 之 地 改 种 杭 .又 等 经 济 作物 ;(3) 多 施肥 料 ， 

增进 地 力 :(4) 改进 水 称 栽 培 技 术 ;:(5) 推 广 最 佳 种植 制 度 ; 等 

等 . 第 51) 种 手段 ,前 面 已 作 论述 。 第 (2)(3) 种 于 段 , 我 也 己 有 

专文 过 论 111。 故 此 处 仅 就 第 (4) (5 两 种 于 段 进 行 分 怕 , 看 看 

它们 在 我 们 所 研究 的 时 期 内 有 条 变 化。 

1. 水 稻 栽 培 技术 的 变化 

江南 的 水 稻 栽 培 技术 ， 到 明示 已 经 颇 为 光 备 。 因 此 唐 启 

衬 对 比 二 持 纪 中 期 与 19 世纪 中 期 的 水 稻 栽 培 技术 【以 江南 

为 主 ) ， 指 出 清 代 已 不 也 有 新 增 的 技术 措施 种 类 !21。 然 而 尽 

管 如 此 ， 我 们 仍 不 点 忽视 清 代 江南 在 水 稻 生 产 广 面 所 取得 的 

咎 二 车 要 技术 进步 ， 了 网 时 也 不 应 六 视 明代 到 得 的 某 些 重 昌 技 

术 成 就 在 清 代 考 得 到 大 范围 普 帮 这 - :重要 事实 。 从 经 济 史 的 

菠 度 来 看 ,一 种 新 技术 的 推广 使 用 , 意 浆 较 此 种 技术 的 发 明 更 

为 重大 。 因 此 清 代 江南 技术 发 明 较 前 为 少 ， 并 不 是 以 说 明 技 

术 闵 滞 。 

(1 如 南 的 水 稻 , 有 籼稻 与 粳稻 两 大 品系 。 一 者 的 主要 生 

仿 特 性 差别 ,在 于 对 于 温度 的 反应 : 灿 稻 因 对 温度 要 求 较 商 前 

不 耐 低温 , 焰 稿 则 对 记 诬 要 求 不 高 而 较为 耐寒 131。 根 据 栽培 

品种 的 熟 性 期 和 季节 分 布 ， 籼 舟 与 粳 称 又 可 各 再 分 出 早 称 与 

晚稻 两 大 类 型 。 二 者 在 生育 特征 上 存在 颇 大 差异 。 而 影响 这 

两 大 类 型 分 化 的 主要 生态 网 子 , 访 是 国 纬 度 和 季节 { 在 江南 仅 

是 后 者 ) 渣 异 的 日 长 杀 件 ， 早 稍 对 日 长 反应 钝 感 或 无 感 , 不 论 

[tl 李 伯 重 区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永和 生产 答 约 程 诬 的 所 高 ? 屎 明 清江 南 站 上 业 谈 源 的 舍 

理 利 玫 }》。 

121 唐 产 宁 区 中 国 作 牺 坊 培 虫 稿 y$,39 页 。 

[31 高 亮 志 . 李 林 : 水 稻 气 象 生态 3,.11.201 页 ; 痪 修理 尺 术 湖 地 区 梢 作 上 起 车 基 雌 

传播 和 发 展 问 是 3?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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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短 日 或 长 日 的 条 件 下 ,只 要 温度 条 件 相 同 ,生育 期 就 变化 不 

太 -。 晚稻 则 对 中 长 敏 斩 . 是 和 呐 型 的 短 日 性 作物 。 总 而 育 之 , 炸 

和 禄 与 籽 社 是 为 适应 不 筷 温 庆 条 件 而 形成 的 一 次 气候 生态 型 ， 

而 旱稻 与 晚稻 则 古 为 适应 不 同日 长 策 件 而 形成 的 二 次 生态 

型 。 此 外 ,在 早 裕 与 晚 称 之 闸 ,还 可 划 出 -一 个 过 选 的 类 型 即 中 

稻 。 中 稻 中 的 返 郊 品种 ， 感 光 性 较 强 ， 近 于 晚稻 ; 而 中 舟 中 

的 早 蒜 是 种 孝感 光 性 贡 或 不 感光 , 近 上 于 辣 稻 1。 由 于 和 萌 种 水 

称 美 型 和 品种 存在 上 述 生 理 上 的 差异 ,因此 根据 不 条 的 温度 ， 

日 同等 条 任 采 用 不 同 的 品种 ， 是 提高 水 稻 产 量 的 关键 之 一 。 

经 过 长 期 的 自 多 与 人 工 的 选择 ,至少 自 案 代 以 来 ,江南 的 早稻 

主要 是 籼 称 , 而 中 稻 与 晚 稳 则 为 灶 稍 131。 但 是 江南 农民 种 农 

学 家 对 于 旱 .中 .晚稻 特点 的 认识 , 却 在 很 长 时 间 内 一 直 不 很 

明确 - 

时 在 南宋 时 代 ， 与 江南 毗邻 的 浙 东 明 州 农民 就 已 经 知道 

晶 、 中 、 晚 称 的 不 同 41。 在 江南 ， 至 久 到 元 末 明 初 ， 也 已 

有 明确 记载 证 明江 南 苏 州 一 带 人 人 民 试 说 到 了 这 种 区 别 。 浴 起 

《苏州 调 志 少 卷 四 十 一 主 产 收入 的 《 吴 门 事 类 》 ， 背 次 提示 

早 、 中 、 晚 舟 的 明确 区 分 标准 。 和 尔后 ， 填 靖 《太仓 州 志 少 引 

用 了 k《 昊 门 事 类 和 的 这 般 文 字 ， 表明 这 一 区 分 标准 在 苏州 府 

属 下 的 太仓 一 带 也 得 到 了 采用 !41。 和 但 是 令 人 感到 奇怪 的 

是 ， 自 此 以 后 ， 直 至 明 末 ， 即 使 在 江南 农学 家 的 心目 中 ， 对 

[1] 南京 家 学 咏 .江苏 农学 院 主编 区 作物 载 培 学 拉 南 方 本 ) 上 期 ,26 一 2 页。 

[2] 矢 烽 龄 :本 炳 地 区 得 作 想 施 扩 其 传播 和 发 展 亲 时 }。 

[3] 银 定 4 四 明志 3 物产 ， 

[4] 二 吴 门 事 此 ?一 蔬 , 成 书 时 间 未 详 。 过 去 许 密 学 者 因为 喜 晴 { 太 他 州 击 4$ 首 先 引 

用 过 其 书 区 于 旱 、 中 、 晚 稽 的 区 分 标准 ， 诚 试 为 其 反 胀 的 是 井 靖 时 期 的 情 证 

{ 见 陈 俩 力 ;《 定 家书 校 野生 上 增订 本 1]， 好 页 。 我 原来 也 如 此 认为 ， 但 近 

来 从 狂 起 十 二 年 《 荐 州 府 志 ? 中 也 发 现 此 刀 引 玄 ， 方 知 比 书 成 书 至 消 租 在 

元 明之 际 ， 所 反 肌 的 情况 也 当 在 此 时 或 更 早 。 

一 -一 下 

下 严 rm 一 me 四 

本 4 本 .了 二 

飞 府 避 兴 于 如 和 反 误 列 灿 安庆 下 [关上 固 」[ 汕 ] -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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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581 一 08z1 1 语 过 朋 到 上 问 庆 到 缘 人 册 

于 是 、 中 、 晚 称 的 认识 仍 不 很 清楚 。 困 此 明 中 叶 的 《便民 图 

繁 和 和 明 末 的 《 沈 氏 农 书 两 部 重要 农 书 ， 均 把 农历 九 月 成 

裔 收获 的 水 稻 称 为 早稻 101， 面 按照 《县 门 事 奖 放 的 定 头 ， 这 

应 是 典 型 的 晚 称 。 到 了 请 代 中 期 ， 早 入 的 概念 已 报 明 确 ， 对 

中 、 晚 稻 的 认识 也 在 进 . - 步 深 入 。 不 仅 妥 吴 门 事 类 放 关于 早 、 

中 ， 晚 稻 的 划分 标准 清 在 苏州 之 外 的 地 区 也 被 广 证 采用 1231， 

而 且 江 南 农学 家 也 已 明确 地 认识 到 了 旱稻 与 中 、 晚 称 在 生理 

上 的 根 李 差异 ， 在 于 早稻 属于 籼稻 ， 而 中 和 禄 与 晚 称 则 为 粳 

稻 ; 早稻 的 主要 特征 是 生长 期 短 ， 而 过 去 农 书 仅 只 笼统 地 认 

为 是 播种 早 和 收获 旱 。 同 时 他 们 也 更 清楚 地 看 到 了 早 、 中 、 

晚稻 在 产量 、 稻 米 品 质 等 方面 的 差异 031。 这 种 水 稻 分 类 学 上 

的 认识 的 深化 ， 应 当 是 人 工 育种 技术 进步 的 结果 或 反 鸭 。 更 

清楚 地 了 解 水 称 的 各 种 类 型 和 品种 的 生理 特征 及 其 差异 ， 当 

然 有 骨 于 农民 因 时 、. 因 地 之 异 而 采用 合适 的 水 称 类 型 与 品种 ， 

以 取得 最 有 利 的 结果 。 如 下 文 所 述 ,在 明 清 时 期 的 江南 .旱稻 

及 晚熟 品种 的 晚稻 种 植 碱 少 ， 而 迟 熟 品种 的 中 稻 和 早熟 品 种 

的 晚 舟 种 植 日 益 谱 加 。 这 与 此 时 期 入 们 对 水 稻 认 识 的 琛 化 是 

分 不 开 的 。 

2) 明代 江南 水 稻 栽 培 技术 方面 最 重要 的 成 就 , 唐 启 字 认 

「] 阵 旬 汶 赤 补 衣 书 校 释 科 增订 本 ,21 ,3 和 鞠 。 

12| 贡 隆 {《 青 请 县 志 }》 卷 十 一 特产 ; 包 世 四 四 齐 民 四 术 } 卷 -家 -上 "办 各 ”: 

13] 过 齐 民 刚 术 ?天 一 农 一 上 "办 窜 ":" 醒 稻 ,他人 殿 常 食 ,， 其 早 青 各 玫 称 , 立秋 而 获 

毕 。 其 范 退 者 晚 稳 , 白 长 时 和音 美 . 尤 瘟 人 . 九 月 椒 训 。 共 从 月 刺 者 , 专 名 帮 

稍 ,以 弛 为 着 人 ,收成 相 岂 。 惟 早稻 差 碍 , 取 其 时 铀 接 祷 , 买 避 秋 学 也 - “又 ， 

清和 郊 家 资 ?$ 时 错 ，… 此 闸 亩 之 赤 求 , 亦 所 灿 米 .五 月 而 种 .七 月 而 点 。 姑 

才 丰 之 年 , 得 军 所 收 政 这-- 石 四 五 斗 , 所 内 工 率 与 晚 帮 和 不 相 上 下 ”"; "其 中 秩 

稻 于 天 月 中 巩 ， 晚 稻 于 着 降 前 后 熟 ， 访 所 云 “ 塞 露 无 前 般 ， 杏 障 一 齐 便 ” 足 

也 。" 前 -一 书 所 说 的 八 月 成 攻 的 “粳稻 ” 有 后 一 书 所 说 的 “中 秋 稻 ", 就 是 中 

称 。 由 此 机 见 ,在 18 世纪 前 半期 的 江南 ,大 们 已 经 认识 到 早 .中 . 晚 硝 在 作 御 

生理 特性 { 籼稻 与 量 硒 ) 以 玉生 长 期 方面 的 不 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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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是 开始 使 月 追肥 上 1。 亿 有 使 用 出 现 虽 然 闯 时 人 ,而且 早 企 

宋代 ,位 于 江南 西部 山区 的 于 灌 县 农民 ,已 在 水 称 秧 一 上 施用 

退 肥 4 担 是 在 江南 的 水 稳 大 转 ( 本 田 ) 生 产 中 ,直至 明示 ,上 

项 技术 尚未 被 普遍 和 掌控。 明 中 时 的 《4 致 寅 竣 书 #( 木 村 蒋 堂本 ) 

香 然 谈 到 了 水 稻 的 大 田 追 肥 , 和 但 却 未 提 及 数量 (基肥 使 用 数 痢 

则 很 明确 )。 万 历时 期 的 k 蕊 青 志 #!( 李 乐 著 ) 和 尝 帆 时 期 的 4 让 

氏 农 书 ?“ 运 田地 法 ”都 痰 到 了 大 田 追 肥 及 其 数量 [4 , 粗 后 一 

书 同时 允 强 调 追 肥 使 用 十 分 困难 :“ 盖 田 上 生活 , 百 具 容易 。 

只 有 接力 一 诸 须 相 其 时 外 , 察 其 闻 色 ,为 农家 最 要 紧 机 关 。 无 

力 之 家 , 既 音 少 履 菏 收 ; 闭 多 之 家 ,每 患 过 肥 谷 得 . “可 见 直 至 

明示 ,水 舟 太 田 追 肥 技 术 尚 未 为 农民 普 电 人 掌 担 。 因 此 之 故 , 徐 

光 局 在 《 农 政 伞 书 少 中 根本 不 担 水 舟 太 田 追 肥 , 明 末 江南 地 方 

志 也 罕有 此 方面 的 记载 。 由 此 可 见 , 直 至 明 末 ,追肥 的 使 用 在 

江南 仍 尚未 普遍 。 

到 了 清 代 ,情况 大 异 。 水 稳 大 田 追 肥 ,不 仅 各 农 书 中 言 之 

淳 说 ,而且 在 地 方志 中 区 时 见 不 鲜 。 从 有 关 记 载 来 看 ,请 代 前 

中 期 江南 稻 晤 施用 追肥 不 但 己 很 车 遍 ， 并 且 施 用 量 也 六 全 一 

致 ,每 离 都 相当 于 各 斤 饼 肥 上 下 151。 这 标志 着 此 项 技术 已 经 

规范 化 。 唐 启 宇 指出 “掌握 水 田 适 时 追 肢 的 情 襄 与 时 说 极为 

困难 "66]。 因 此 这 项 技术 之 被 广泛 运用 ,表现 了 清 代 江南 水 舟 

栽培 技术 的 重大 进步 。 

[1] 唐 启 宇 和 中 国 作 牺 栽 培 虫 稿 》$,29 页 。 

[2] 草 隆 蔽 区 我 国 硝 作 施 肥 发 展 史 略 》。 

[31] 模 天 : 交 寿 焉 图 } 第 七 图 "说 黄 *。 所 天野 元 之 肪 区 中 国 条 区 中 研 究 ?( 增补 版 )， 

226--228 页 。 

后 一 书 中 的 有 关 记 载 显 以 前 一 书 沟 基础 而 加 以 淮 展 的 。 风 游 俱 的 :如 演 氏 家 

韦 ) 和 和 { 乌 青 志 ?》。 

15] 李 伯 重 :+t 明 请 时 期 江南 本 攻 生 产 集 的 程 诬 的 担 商 }。 

[6 唐 号 字 : 中 国 上 诈 物 栽培 史 入 ,29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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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OS8L 一 的 ZL 和 洒 清 到 伯 部 下 滋 毁 

这 里 要 强调 是 :追肥 的 使 用 ,对 于 早 舟 境 产 所 起 的 作用 较 

小 ,而 对 于 中 .晚稻 增产 则 二 分 重要 f11。 提 而 清 代 江南 追肥 使 

用 的 普及 ,与 中 .晚稻 种 植 的 普遍 ,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。 

2. 种 植 制度 的 变 北 

种 慎 制 度 是 一 个 包括 评 密 方面 的 技术 恒 系 ， 这 里 我 们 仪 

驴 和 耕 田 的 复种 轮作 问题 进行 讨论 。 

以 稳 才 轮作 为 中 心 的 一 年 二 作 复 种 制 ， 早 在 唐 代 即 已 

出 现 于 江南 上 ,尔后 避 戎 推广 ,在 越 来 越过 的 地 方 成 为 主导 

性 的 种 植 制度 - 但 是 直至 明 清 之 际 , 这 种 复种 制 方 在 江南 平 

原 上 取得 支配 性 地 位 01。 北 村 商人 认为 :与 以 前 相 比 , 明 清 

江南 的 稍 田 一 年 二 作 复 种 制 ( 北 田 兵 称 之 为 “新 二 作 制 "有 

册 大 特点 : (1) 以 前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,主要 施行 于 江南 西部 的 

“商用 ”地 带 ， 而 新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册 行 用 于 江南 平原 的 “人 惰 

田 ” 地带 ;2) 以 前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以 早稻 为 主 囊 , 为 后 芷 ; 

而 新 的 -年 二 作 制 则 以 晚 稳 为 主 帮 ， 麦 、 油 菜 和 重 吕 为 后 

L1 和 启 况 之 . 李 林 以 水 笑 气 合生 态 ?,.377 一 378 页 ;南京 志学 院 , 江 走 疼 学 院 主 编 : 

《 作 牺 埠 培 学 江南 方 本 ?上 册 ,.77 页 。 

12] 李 庆 重 :t 我 同和 雪 和 四 种 未 起 游 于 店 代 长 订 琉 域 才 》。 

{3] 当 扣 ,应 当 指 出 : 早 在 唐 代 ,江南 就 正 有 相当 教 粳 的 水 早 转 作 一 年 . 作 田 (村 

伯 重 区 唐 拒 天 南 农 业 的 发 展 3.118 一 119 页 )。 这 种 耕地 的 面积 在 宋代 冬 有 明 

显 的 扩 赤 。 人 得 是 其 足 立 让 二 .、 太 泽 正 曲 等 对 宋代 江南 农业 的 语 究 米 看 ,在 宋 

线 , 这 种 田地 主 蓝 代 布 于 江南 西部 的 河 各 丘陵 地 区 【 即 "高 田地 带 ” 让 要 所 在 

地 )， 而 这 册 地 区 的 证 属 部 分 一 一 江南 平原 ., 固 地 势 低下 ,万 属 ”“ 低 用 地 楷 "。 在 

这 一 地 区 ,尽管 容 雪 复 种 制 也 时 忆 出 现 间 且 在 枕 些 推 广 , 查 占 主导 地 位 的 . 仍 

为 水 狠 一 年 -- 作 甚至 二 年 - : 作 的 " 强 温 地 家 褚 "5 星 立 训 二 区 《 案 代 醒 饭 忆 扫 寺 

吉本 和 家 作品 生产 力求 准 3 本 识 正 晤 : 信 堆 凑 束 天 下 中 "一 《 像 ， 上 【实地 

的 页 vt 北 田 英作 宁 元 明 视 期 中 国 江 南 三 毅 州 条 和 业 只 过 化 和 家 村 手工 

装 印 尘 展 民 并 二 站 研 究 ,第 1 章 ). 这 种 情 枫 .与 斯 泪 闷 依 担 出 的 江南 农 业 才 

发 的 历 忠 进程 模式 也 相符 合 【 见 斯 波 炎 人 :来 代 江南 姓 膏 息 们 和 解 完 》，1 的 一 

194 页 )。 因 此 我 们 认为 是 正确 的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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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 [011. 这 里 我 们 要 强调 :尽管 新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在 明 清 之 际 的 

江南 平原 已 经 取得 支配 性 地 位 ， 但 其 普及 过 程 却 远 未 完 

成 -从 田 氏 的 研究 可 汶 看 出 ,直到 18 世纪 末 19 直 纪 初 . 谋 

南 角 有 相当 数量 的 水 田 实行 善 一 年 一 作 制 。 我 们 认为 :大体 

上 说 ， 要 到 19 世纪 中 叶 ， 这 种 新 的 一 年 一 作 制 的 普及 才 告 

完成 121， 

很 明显 , 这 种 新 一 年 二 作 制 的 普及 , 与 15 纪 纪 中 期 以 来 

江南 的 农田 改良 活动 是 相 并 而 行 的 。 中 . 晚 称 ( 严 格 地 说 是 退 

熟 中 稍 和 早熟 晚稻 ) 种 植 的 兰 遍 , 追肥 使 用 的 推广 , 与 这 种 种 

植 制 度 的 普及 也 有 密切 的 关系 。 因 此 明 清 江南 水 稻 生 产 中 的 

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,可 以 说 集中 地 表现 在 这 个 普 政 上 。 

《四 ) 气候 、 土 地 与 人 类 努力 三 大 要 素 

变化 之 间 的 关系 

最 后 ， 我 们 再 简略 地 谈 谈 气 候 、 土 地 和 人 类 努力 三 大 要 素 

的 变化 之 间 的 关系 。 从 明 铺 江南 的 情况 而 言 , 这 种 关系 有 两 个 

明显 特点 : 首先 , 气候 变化 在 这 种 关系 中 居于 主导 地 位 ; 其 次 ， 

气候 与 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【特别 是 前 者 ) 都 对 土地 变化 具有 重大 

的 影响 。 下 面 主要 就 气候 变化 对 土地 变化 的 影响 作 一 分 析 。 

普 先 ， 峰 水 以 及 气 涛 的 变化 对 上 地 的 干 湿 状况 共有 决定 

性 作用 。 共 今日 江南 的 情况 而 言 ,其 主 司 部 分 江南 平原 的 “十 

1 小儿 莫大 : 《宋元明 清 期 牛 国 江南 三 角 洲 条 业 呈 造化 < 农村 手工 业 史 有 强 展 全 

刁 手 吉 研 究 ?, 第 2.3 章 .我 认为 北 田 氏 此 钼 所 说 的 早 帮 ,应 包括 中 和 狠 内 ,因为 

宋代 的 早 帮 实际 上 包 揪 了 上 明 清 的 早 舟 与 中 稍 。 如 前 所 述 ， -直到 明示 , 芷 宇 

人 博 # 汪 氏家 书 》 这 样 的 便 杰 农业 技 术 专 善 都 还 将 中 禄 六 至 年 训 品 种 的 晚 称 尝 

作 晤 帮 ， 

2] 李 伯 重 :degreenlgaray Denetopmene 应 arwnat :第 1 章 第 了 节 。 

夫 许 剖 头 全 如 上 儿 品 煌 可 涤 台 > ] 于 炎 1 站 ] 

末 呈 一 一 瑟 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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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 措 数 ”( 即 革 一 时 期 蒸发 量 与 降水 量 之 比值 ). 在 4 一 6 月 期 

间 约 为 1.0 一 1.3 之 间 ， 外 于 课 润 或 半 涅 润 状态 ; 而 在 7 一 9 

月 期 间 则 约 为 1.5 一 2.0 之 闻 ,处 于 半 王 如 状态 01。 由 于 订 南 

平原 大 部 分 地 方 地 势 低 下 ,地 表 水 丰富 ,因此 如 果 干 课 指 数 降 

低 ，?3 一 -9 月 的 半 干 燥 状 态 消失 , 那么 土地 终年 都 将 处 干 水 分 

过 密 的 状况 。 土 地 长 期 会 水 过 堵 , 则 又 会 导致 土壤 结 枸 晋 化 ， 

有 毒物 质 增 放 以 及 氧化 还 原 加 强 ,从 而 引起 地 力 训 减 。 相 反 ， 

姐 果 气温 较 高 ,降水 较 少 , 干 湿 指 数 升 高 ,土地 积 水 就 会 减少 ， 

从 而 改善 土壤 的 性 状 .从 某 种 意义 上 来 说 ,清和 伐 { 特别 是 18 世 

纪 ) 订 南 稻田 的 * 干 田 化 ?活动 取得 巨大 的 成 就 ,也 是 拜 气 候 改 

善之 赐 。 

其 次 , 不 同 的 气象 生态 对 土壤 肥力 的 发 挥 具 有 不 同 的 

影响 。 士 壤 供 肥 能 力 的 大 小 , 取 习 于 土壤 潜在 肥力 的 有 效 

化 程 麻 ,而 后 者 则 又 依 气 象 条 件 为 转移 .在 高 温 条 件 下 , 微 

生物 活动 加 强 , 土壤 中 有 机 物 分 解 快 ,潜在 肥力 的 有 效 化 

程度 高 ,因而 可 供 作 牺 吸 收 的 有 效 状 分 增 堵 .肥效 速 ; 反 之 

则 有 效 养 分 少 , 肥 效 返 。 另 -- 方 面 ,稻田 长 期 积 水 , 即 使 十 

壤 潜 在 肥力 大 ,但 因 迟 效 态 商 ， 有 效 态 养 分 在 土壤 总 养分 

中 所 占 比 重 极 低 , 因此 实际 供 肥 能 力 基 小 。 同 样 的 道理 也 

适用 于 郑 用 于 农田 的 有 机 肥料 。 因 此 在 相同 的 土壤 肥力 水 

平 下 ， 要 获得 相同 的 产量 ,低温 多 水 的 稻田 需要 投入 较 碌 

的 有 机 肥料 02]。 

此 外 , 明 清 江南 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,虽然 不 能 有 效 地 影响 气 

候 蛮 化 以 及 重大 地 理 变化 ， 但 却 可 以 在 籽 大 的 程度 上 影响 土 

地 变化 , 即 通过 水 土改 和 良 ,改善 农 转 品质 。 前 述 明 清江 南 人 民 

{fI] 卢 费 量 旋 芭 浙 江 的 焊 作 制度 ,7 页- 

[2?] 高 亮 之 , 李 林 六 水 帮 气 旭 生 态 》,364.375.377 .378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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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这 些 方 面 所 歌 得 的 成 就 ,足以 证 实 此 点 , 兹 不 蒙 述 。 

二 “ 明 清 江南 "天 ”“ 地 "”“ 人 "之 变化 

对 水 稳 生 产 的 影响 

气候 .土地 与 人 类 区 访 的 变化 对 农业 有 和 何 影响 ,是 一 个 干 

分 复 获 的 问题 -此 处 仅 择 两 个 主要 方面 进行 讨论 , 即 :(b 在 栽 

培 方 法 相同 的 情况 焉 ,气候 与 土地 的 变化 对 水 称 生 产 所 起 的 

作用 ; (2) 在 气候 与 土地 相同 的 么 件 下 , 栽培 技术 的 变化 对 水 

稳 牛 六 所 具 的 影响 。 最 后 ,在 这 些 讨论 的 基础 上 ,我们 还 拟 探 

讨 :作为 上 述 作 用 和 影 啊 的 后 条 ,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水 舟 计 产量 发 

生 了 和 何 种 变化 。 

《一 ) 气 候 与 土地 变化 对 水 稻 生 产 的 影响 

明 清 江南 水 称 栽 培 方法 ,由 育秧 移植. 郑 用 .次 等 生产 

锋 动 组 成 。 气 候 与 土地 的 情况 对 于 这 些 活动 的 成 效 ， 都 起 着 

决定 性 的 作 有 用。 下面. 我们 主要 机 据 高 亮 之 和 李 林 对 水 稻 杀 

培 的 气象 生态 的 研究 1 ,对 上 述 作 用 作 一 简 述 。 

1. 水 稳 的 支 蓝 生 长 期 《 即 育 秧 期 ) 所 需要 的 环境 条 件 主 

划 是 温度 、 水 分 、 氧 气 、 光 照 和 音 养 物质 五 大 因子 。 只 有 在 这 

些 因子 都 基本 满足 的 情况 下 ,水稻 幼苗 才能 砚 壮 生长 。 

肯 铺 江南 种 植 的 水 稻 基 本 上 是 醒 称 !23。 列 稍 种 于 萌发 的 

最 低温 诬 为 10 避 在 石 ,幼苗 生长 的 最 低温 度 则 为 12Y 。 欠 培 

111 商 亮 之 . 李 林 :水 稍 气 梨 生 态 ?, 第 8 章 。 

[23] 游 尹 苍 区 本 站 地 区 稳 作 趣 源 及 其 传播 和 败 展 问题 》。 

一 i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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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壮 秧 要 求 来 说 ,幼苗 生长 的 最 适宜 温度 为 20 一 25 忆 。 随 着 

温度 升 高 ,发芽 出 苗 和 幼苗 生 反 的 速度 均 可 加 快 。 

水 稻 种 子 萌发 需要 吸收 足够 的 水 分 ， 而 种 子 吸 收 水 分 的 

速度 却 随 温 度 的 高 低 而 异 。 温 度 在 10 和 以 下 时 ,， 种子 吸 水 速 

度 随 温度 上 开 而 增 ， 直 到 15 和 以上,， 温度 对 吸水 速度 方 无 显 

善 影响 。 

水 稳 种 子 萌发 与 幼苗 生长 ,还 需 足 例 的 氧气 ,以 促使 费 芽 

胚乳 中 储藏 的 各 种 物质 转化 ， 从 而 使 得 叶片 以 及 根系 能 够 晨 

利生 长 ,幼苗 得 以 健康 发 育 。 否 则 , 所 出 幼苗 瘦弱 , 一 旦 遇 到 

不 良 天 气 即 会 烂 秋 。 四 此 秧田 上 壤 应 当 透 气 性 居 好 ， 保 证 充 

分 的 氧气 供给 。 而 这 又 要 求 秧田 排 获 条 件 良 好 。 

水 稻 秧 苗 一 叶 期 以 前 ,有 机 营养 主要 让 肛 乃 供给 , 离 胚 以 

后 则 靠 呈 片 光 合作 用 制造 ， 因 此 充足 的 沦 照 也 是 不 可 缺少 

的 。 与 此 同时 , 离 胚 后 的 无 机 营养 依靠 根系 从 土壤 中 吸收 , 针 

以 二 塘 中 的 有 效 养 分 殿 给 至 为 关键 。 

因此 , 气象 (特别 是 气 尘 ) 与 土壤 条 件 对 水 稻 育 秧 具有 极 

为 重要 的 作用 。 

2. 水 称 移 植 ! 即 插秧 ) 的 密度, 也 受气 候 和 土地 杀 件 的 重 

大 制约 。 对 菜品 种 的 水 稻 而 言 ,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的 情况 下 ， 

如 果 温 度 高 ,光照 充足 , 则 植 怕 分 药 速 度 快 , 单 株 分 蔡 数 量 多 ， 

到 达 最 高 巷 蓝 的 时 间 短 , 总 昔 莫 数 多 , 成 稳 数 亦 当 。 因 此 , 焉 

气 光 较 高 .日 照 充足 的 情 襄 下 , 较 低 的 栽 插 密度 也 能 效 得 较 大 

的 植株 群体 和 较 多 的 有 效 穗 数 。 癌 时 ， 由 于 前 述 温度 与 土壤 

肥 方 之 间 的 关系 ,高 温和 条件 下 土壤 羡 在 肥力 发 挥 较 好 ,因此 土 

壤 的 有 效 肥 力 较 高 。 这 两 方面 的 因素 柑 结 侣 ， 可 以 使 水 舟 获 

得 较 部 的 产量 。 另 一 方 而 ,在 模 同 的 气象 条 件 下 , 王 壤 的 肥力 

又 起 着 关键 的 作用 。 在 肥力 高 的 田 块 ( 或 有 有 取 稻 区 ), 较 实 的 

栽 插 密度 , 即 可 获得 较 大 的 群体 和 足够 的 穗 数 。 因 此 ,在 高 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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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肥 稍 区 ,应 适当 稀 捅 !11。 这 样 可 以 获得 较 高 的 产量 ,并 节省 

许 儿 种子、 秧田 .肥料 和 劳力 。 

3. 种 植 水 称 要 达到 较 高 的 产量 ,需要 的 肥 量 颇 多 ， 故 必 

须 施 用 肥料 。 施 肥 数 量 ,通常 等 于 (预期 产量 的 吸 肥 莉 - 土壤 

供 肥 量 ) * 《施用 于 料 的 利用 率 )。 其 中 土壤 供 取 能 力 与 气象 

的 关系 ,己见 前 述 - 这 里 只 谈 一 庶 另 外 两 个 方面 的 情 痪 。 

(1 水 稳 根 系 的 吸 肥 能 力 ,受气 温 与 水 分 的 影响 其 大 -营养 

生长 期 处 子 高 温 条 件 下 的 称 株 , 吸 肥 量 往往 志 于 处 于 低 刘 条 件 

下 的 稳 株 。 又 ,在 水 稻 生 长 中 后 期 ,根系 南 趋 衰老 ,这 氧 能 力 逐 

渐 减 弱 , 往往 依赖 于 土壤 通气 来 获得 氧气 ,以 维持 根系 的 正常 

生命 活动 。 若 是 此 时 雨 和 多, 稻田 长 期 积 水 , 就 会 抑制 根系 的 呼 

取 作 用 和 对 养分 的 吸收 。 

(2) 在 影响 肥料 利用 率 的 伏 志 因素 中 ,太阳 辆 射 量 的 作用 

最 为 明显 。 如 果 太 阳 辐 射 量 消 ,水 称 光 合作 用 弱 ,对 产量 最 适 

的 握 吉 水平 低 ,内容 物 生 产 不 足 , 从 而 缚 实 率 低 ,产量 少 。 即 

使 多 施 氮 肥 ,也 无 济 于 事 , 徒 自 造 成 肥料 的 浪 竟 。 

4. 水 称 的 整个 生育 过 程 都 需要 有 足 铝 的 水 分 , 但 并 非 在 

每 个 生长 阶段 都 必须 进行 灌溉 。 相 反 ,在 我 国 南 方 ,通常 要 在 

11] 在 肥 方 较 商 的 土地 { 即 十 并 农 书 中 所 说 的 “肥田 "? 上 种 植 水 稻 , 论 更 是 密植 好 

壕 是 多 植 好 ,是 中 国 水 舟 生 产 中 长 期 和 争论 的 同 题 。 共 今天 的 情况 来 潮 ,来 用 合 

适 的 品种 种 枝 术 ,. 密植 也 能 获得 很 高 扒 凋 产 1{ 襄 实 上 ,在 今日 的 江 雷 , 密植 万 

是 争取 商 产 的 重 可 手段 之 一 )。 但 是 有 一 点 是 明确 的 , 即 绒 年 密 档 或 儿 植 何者 

为 佳 的 一 个 重要 因 癌 是 本 稻 的 品种 。 明 请 时 代 江 南 水 狠 主要 基 商 行 水 和 猎 , 如 

果 闭 植 ,不 仅 因 为 邯 叶 生长 机 耗 则 过 案 的 双料 ,而 卫 由 于 植株 之 闻 亲 了 上 隔 小 , 通 

凤 秆 气 咎 易 ， 病 虫 防治 困难 ， 所 以 玉 植 较 侍 。 这 一 此 ， 明 铺 谍 南 人 士 已 经 刹 

道 . 马 一 证 4 农 说 ?说 :看 密 各 因 其 地 之 肥 交 淘 情 。 地 肥 更 咎 训 奢 。 入 光 

启 在 《 农 下 全书》 和 蕉 二 十 五 树 艺 中 批评 当时 人 密植 :“ 他 人 用 和 谷 种 , 诗 -: 斗 居 

FE , 密 种 而 少 装 , 难 茧 而 萍 收 也 。 估 吴兴 全 放生 ?了 郑 十 三 笨 产 灶 则 指出 :“ 秒 稻 ， 

蝴 { 州 ? 辆 琛 而 种 种 . 夫 二 力 术 能 旋 .种 不 和 者 ,至 秋 密 病 虫 。 壮 光 时 代 番 州 一 

带 农 书 k 农 事 动 于? 也 说 :总 之 , 萌 襄 选 风 .朋克 钼 虫口 较 少 。 所 以 ,在 明生 江 

南 .肥田 稀 悄 是 密 娄 农学 家 的 共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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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稍 分 更 期 进行 晒 田 ( 即 “ 烤 田 "), 以 造成 士 玉 暂 时 缺 水 。 其 

作用 在 于 :一 方面 , 莉 弱 植株 对 水 分 和 养分 的 吸收 并 减弱 光合 

作用 ， 使 七 壤 中 的 水 分 与 养分 仅 能 维持 主 葵 与 早生 分 睫 的 需 

水 ， 从 而 抑制 无 效 分 慕 的 发 后: 另 -- 方 而 ， 促 使 大 量 氧 气 进 

人 上层 ,使 得 还 原 物 贰 减少 ， 增 加 好 气 微生物 的 活动 和 有 机 

质 的 矿 化 ， 减 少 黑 很 数 旦 ， 促 进 根 和 骤 发 育 ， 使 之 在 复 水 后 县 

有 园 强 的 吸 肥 吸水 能 为 ， 光 人 台 作 用 也 相应 增强 。 这 和 样 ， 可 以 

提高 植株 的 抗 倒 傅 能 为 ， 增 如 形成 大 穗 的 物质 基础 。 江 南 者 

茬 单 季 稻 的 分 蓝 期 ,往往 在 梅雨 季节 , 密 阳 雨 寄 光照 , 闫 重 影 

响 晒 田 。 帮 田 此 时 能 和 否 迅速 排水 ,对 于 水 逢 生产 十 分 重要 。 

除了 上 述 情况 之 外 ， 气 候 变化 还 对 水 稻 生 产 共 有 允 和 神 影 

啊 - 例如 ,如 前 所 还 ,海拔 高 诬 上 升 100 米 ,年 平均 气温 大约 下 

降 0.45 避 , 周 时 降水 量 增加 , 日 照 与 光 辐 射 减少 。 交 握 调查 ， 

海拔 每 升 高 100 米 , 水 称 生 长 季 缩 得 4 一 7 天 ，10 以 上 积温 

减少 100 一 1S0% ,从 而 水 稻 布 局 也 要 发 生 相 应 变化 避 - 据 此 ， 

17 址 纪 气 涅 大约 比 18 世纪 低 约 1% ， 故 水 稳 生 长 季 应 销 短 

I 一 2 周 121。 这 不 仅 对 水 稻 生 长 ,而 且 对 水 稻 后 荐 作物 ,都 有 相 

当 的 影响 。 又 如 , 当 气 漫 下降 时 ,低音 冷害 的 出 现 几 率 就 会 相 

应 增加 。 而 在 江南 ,低温 冷害 对 水 稳 生 产 的 危害 极 大 。 水 舟 苗 

期 遇 到 低温 冷害 ， 会 异 致 稻 株 生长 发 育 不 和 良 ， 穗 粒 数 明显 减 

少 ,或 使 得 抽 稿 期 推迟 ,再 遭 低 温 危 害 。 水 稻 生 殖 生 长 期 遭受 

低温 疹 害 ， 则 更 对 水 稻 产 量 有 直接 的 影响 。1976 年 夏季 气温 

恼 低 ， 导 敦 江 苏 省 当年 后 季 稻 亩 产量 较 上 年 减少 93 市 斤 。 

[1 高 亮 之 , 李 林 关 水 琐 气 大 生态?.416 页 。 

121 气 往 变 化 对 农作物 生长 期 具有 概 为 重 朗 的 影响 .是 母 痕 置 征 的 。 这 井 非 赎 请 

和 江 南 的 水 稻 所 独 然 .例如 . 王 直 杰 根 据 Androw 了 .Appeyby 等 人 的 研究 指出 :在 

16.13 世纪 的 改 洲 ,气温 每 下 降 198 . 就 会 缚 类 作 物 生 长 期 3 4 周 , 等 于 种 村 

高 其 堪 商 了 500 英尺 【类 阅 Tehehien 前 ang: Seroyar 条 en 时 Re 户 fres 呈 证 te 

Jamgtze 了 eg， 1162 93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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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 年 再 次 出 现 低 益阳 雨 ， 江 苏 省 的 单 季 有 晚稻 与 双 季 后 季 

稻 亩 产量 分 别 茂 少 34 市 乒 和 203 市 斤 之 密 . 与 此 相 友 ,虽然 

气温 过 高 也 对 水 稍 生 长 具有 不 良 影 响 ， 但 与 长 江 流 域 其 他 

即 方 相 比 , 江南 由 于 苔 第 大 海 ,， 受 海洋 水 体 的 调节 , 空气 相 

对 湿度 大 ,升温 缓慢 ,高温 极 值 偏 低 , 故 比 较 不 易 腔 到 高 渴 

的 印 害 1 。 

从 以 上 综述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一 般 而 言 , 对 于 江南 大 部 分 舟 

田 来 说 ， 在 栽 增 方法 不 变 的 情况 下 ， 气 温 较 高 ， 日 光 辐 射 较 

强 ， 日照 较 长 ， 降 雨 较 少 ， 土 地 排水 条 件 较 好 ， 上 塘 水 分 含 

苦 较 低 ， 则 水 稻 生 长 的 生态 环境 较 佳 ， 从 而 亩 产量 也 应 较 

高 。 张 察 减 对 我 国 大 陆 年 平均 气温 变化 对 农业 产量 所 作 的 霹 

观 理 沦 假设 分 析 指 出 : 年 平均 气温 均匀 变化 1 和 ,我 国 南方 年 

积温 变化 可 达 365 和 1 而 主要 粮食 作物 每 差 一 个 了 就 级 ( 即 从 早 

部 品种 到 中 部 归 种 , 或 从 中 部品 种 到 晚熟 品种 ), 所 和 希 积 温 相 

差 100 一 200 和 区 。 因 此 气温 每 变化 1% ， 各 季 作 物 的 熟 级 可 相 

应 变化 大 约 二 级 。 据 农业 生产 的 经 验 ， 每 相差 一 个 熟 级 ， 产 

量变 化 约 为 10 免 。 因 此 相差 二 个 熟 级 , 产量 变化 即 可 达 二 成 

左右 121。 当 然 这 个 分 析 结 果 是 理 通 用 于 明 清 江南 尚 需 进 一 落 

研究 ， 不 过 从 -- 些 记载 来 看 ， 水 舟 的 熟 级 随 气 钥 的 变化 而 变 

化 的 情况 ， 在 明 铺 江南 也 是 存在 的 144。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肯定 地 

是 :在 较 访 的 气候 与 土地 条 人 性 下 . 即使 蒜 培 方法 不 变 , 亦 可 用 

较 少 的 人 工 .种 子 与 肥料 ,获得 较 高 的 产 苹 。 

[1] 高 亮 立 . 李 林 :ft 水 舟 气 象 生 态 了 ,425 一 95 .447 一 448 页 。 

[al 张 家 大 四 气 想 与 人 奖 》 123 一 125 下 。 

131 便 如 在 明 末 半 州 东部 , 主要 种植 且 熟 品种 的 晚 舟 5( 见 生 页 往 [51), 则 是 到 了 

床 避 时 ,这 - 带 农 村 却 是 九 月 监 稻 . 无 敢 过 直 降 "- 均 当 地 访 语 莹 将 九 肯 称 为 

“村 月 " 戌 "和 兰 金 肥 完 月 "人 秋 乌 青 交 献 y, 引 自 管 隆 《 乌 再 填 志 》 淮 二 农 标 以 及 同 

薪 《 调 州 府 志 ? 了 葵 一 二 九 四 时 次 尚 、 规 三 十 二 物产 上 )}。 上 以 后 这 一 刀 也 依然 如 

此 。 可 岂 宕 州 东 部 的 物 舟 , 糙 级 发 生变 化 , 即 几 有 晚 热 晚 相 变 为 早 故 晚 帮 . 

下 昌 旦 于 册 一 一 一 一 一 号 屿 一 全 了 

飞 库 前 站 于 可 岂 半 史册 这 山下 [> [车 1 「 风 ] H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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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人 类 努 力 的 变化 对 水 狠 生 产 的 影响 

在 相同 的 气候 与 土地 条 件 下 ， 农 作 方 式 的 变化 对 农作物 
生产 将 会 具有 决定 竹 的 作用 。 农 作 方式 内 涵 从 多， 此 处 仅 以 
水 称 载 培 技 术 中 的 二 个 方面 一 品种、 追肥 与 种 植 制度 一 一 
为 例 .来 探讨 上 述 作用 。 

1. 如 前 所 述 ， 明 清江 南 水 稳 栽培 技术 中 的 一 个 重要 变 
化 ,是 对 水 舟 各 主要 品系 认识 的 深入 。 与 此 相伴 的 ,是 迟 就 品 
种 的 中 稻 和 早熟 品种 的 晚稻 种 植 的 进一步 扩大 。 从 今 已 江南 
的 自然 条 件 ( 主 要 是 气温 条 件 ) 而 言 , 这 两 种 水 称 是 较为 合适 的 
品种 。 种 植 早稻 ,因为 早春 气温 回升 慢 ,温度 变动 幅度 较 大 , 故 
对 安全 播种 有 不 利 影响 [1 同时 早 舟 坊 堵 季节 早 ,生育 期 气温 
偏 低 , 因此 施肥 量 应 较 多 121。 此 外 ,早稻 由 于 生长 期 短 , 因而 
产量 低 ， 米 质 差 ， 并 且 与 后 荐 春 熟 作物 在 栽种 时 间 上 也 有 冲 
突 。 晚 娄 品 种 的 晚稻 虽然 亩 产量 较 高 , 米 质 较 好 ,但 由 于 生育 
期 较 长 , 需要 的 肥料 也 较 多 0 , 在 种 植 时 间 上 同 者 熟 作物 亦 
有 矛盾 。 因 此 ， 退 热 中 称 和 早熟 蜡 称 是 最 为 适合 江南 自然 条 
件 的 水 稻 品种 。 

从 绍 定 《 四 明志 》 所 载 情况 来 推测 , 宋代 江南 水 称 以 立 
秋 成 热 的 早稻 和 处 暑 忒 尖 的 早熟 中 称 为 主 [9 。 直 到 明代 中 
期 ， 早 称 在 江南 水 称 种 植 中 仍 有 相当 地 位 。 因 此 在 《 稻 品 》 
( 即 《 理 生 玉 镜 稻 品 》) 所 列 21 个 江南 主要 水 稻 品 种 (将 称 除 
外 ) 中 , 早稻 狂 有 9 个 之 多 , 而 中 称 与 晚稻 仅 分 别 为 5 个 与 

[11 方 下 由 等 区 断 汪 的 耕作 人 制度 } .31 一 7? 页 - 

[3 高 亮 之 , 李 林 六 水 和 气 大 生态 :37? 页 。 

{31 商 京 农学 院 .江苏 农学 院 主 编发 作 忻 栽培 学 # 南 方 本 } 上册:136 页 。 

[4] 洲 俱 上 竟 交 宋代 的 水 稳 生 产 *。 立 秋 与 处 赣 均 在 农历 七 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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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个 L11。 昌 然 各 个 品种 的 数量 并 和 不 一 定 能 够 表现 其 种 植 面 积 ， 

但 是 此 时 中 .晚稻 品种 如 此 之 少 , 对 其 种 植 的 彰 过 程度 肯定 有 

很 大 影响 。 另 一 方面 ,从 & 尝 氏家 书 》 和 4 补 静 书 # 所 记 和 情况 来 

看 ,直至 明 未 清 初 , 在 像 部 州 这 样 的 水 稻 主 要 产 区 , 所 种 水 入 

仍 以 农 太 二 月 成 熟 收 获 的 上 晚 区 品种 的 晚 稍为 主 [21。 到 了 清 代 

中 期 , 早 舟 已 基本 退出 江南 水 稻 生 产 ,而 晚熟 晚稻 的 种 植 则 他 

孚 主要 限于 棉 . 桑 栽 种 较 多 的 地 方 0531。 从 栽 捅 与 收获 时 间 来 

看 ,大 狗 数 地 方 的 水 稻 , 都 以 迟 熟 品种 的 中 稍 和 早熟 品种 的 晚 

称 为 主 (9。 这 些 品 种 的 水 舟 的 普遍 种 植 , 是 水 稻 与 帮 花 轮作 

的 一 年 二 作 制 得 以 推广 的 基本 条 件 之 一 ,而 如 下 所 述 ,水 田 的 

水 旱 轮 作 又 对 水 稻 生 产 共 有 积极 的 影响 。 

2. 我 在 过 去 的 研究 中 曾经 指出 : 在 明 清 江南 水 舟 生 产 

中 ,肥料 投 人 数量 有 明显 增加 0。 所 增加 的 肥料 ,主要 又 是 

用 作 妃 肥 。 单 季 舟 对 气 喜 的 吸收 有 两 个 高 峰 ,大致 分 别 在 移 

[1 见 灭 时 元 之 助 以 中 国 蓝 并 史 研究 % 扣 增补 版 1 ,299 责 。 

F2] 握 % 演 氏家 书 扩 和 运 田 地 法 ", 明 末 潮 州 东部 水 田 以 种 植 晚稻 ( 黄 筑 ) 为 主 { 大 商 陈 恒 

力 :$ 梓 农 书 以 县 》 .38 一 39 页 } ,而 据 该 书 " 亚 月 过 宜 ", 当地 晚 帮 要 到 农历 十 月 才 

收效， 稍 后 的 & 朴 在 书 也 说 : 高 莽 府 桐乡 县 的 水 舟 , 播 秧 “村 在 砷 至 后 , 也 尽 而 

站 " .已 局 晚 禾 无 县 ; 但 潮州 比 桐 多 搬 悉 .收获 都 更 加 . 因此 所 种 水 稍 必然 是 晚 重 

品种 的 蜡 稻 。 马 . 九 月 成 机 的 入 汪 氏 在 书 因 亚 月 事 育 "还 称 立 为 "早稻 ”. 而 在 

“ 运 田 地 瀛 *“ 中 天 衬 " 早 白 称 抒 即 前 述 * 早 稻 " 。 见 前 引 昧 恒 力 书 ?不 里 神 植 1{ 因 ”和民 

于 二 易 调停 "之 故 ) ,但 因 " 其 米粒 粗 硬 而 笋 饭 , 所 宜 委 种 "。 可 见 当 时 主要 种 焊 的 

是 沈 氏 称 为 “ 晚 镍 "或 “ 芮 舟 "的 晚 龟 脾 于- 

[3] 可 伯 重 , 明 请 江南 种 稻 志 户 生产 衣 才 雪 探 yo 

[4] 我 和 曾 对 江南 地 方志 中 有 关 水 稻 播 身 和 收获 时 间 的 记 款 作 过 粗略 的 入 讨 和 分 

析 , 发 现 明 代 中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(特别 是 清 代 ) 江南 水 旬 搬 特 主 村 在 农历 五 月 

特别 是 在 芒种 至 夏至 之 了 间 , 即 五 月 前 半月 ): 而 收 苞 出 主要 在 农历 九 月 《 李 

伯 重 :《 明 清江 南 神 大 农户 生产 能 妃 初 探 >. 李 伯 重 : 4grrepdtred Deuefopmera mm 

ianwrnan ,第 2 查 第 二 节 )。 从 他 日 寂 掌 的 角 麻 来 硒 , 早 .中 , 晚 称 的 生长 期 分 

别 的 在 1 鸭 、15 和 1 四 日 以 内 天野 元 之 助 :8 中 国家 汪 吓 研 突 ?【 增 柄 版 }， 

2981 页 )。 水 称 的 育秧 上 期 一 般 色 为 一 个 月 ,四 此 王 月 前 半月 拓 筷 . 九 月 具 成 灼 

的 水 狂 ,应 汶 色 负 中 和 了 惑 时 的 用 稍 。 

51 李 估 重 :tt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水 稻 生 产 洁 约 程 座 的 措 敲 #。 

121 过 

一 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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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 后 的 第 20 天 和 第 名 天 !0， 因 此 追肥 对 于 水 称 《〈 特 别 是 

中 、 晚稻 ) 产 量 的 形成 共有 槛 为 重要 的 意义 。 清 代 水 称 生 产 

中 追肥 施用 的 普及 ， 自 然 对 水 稻 亩 产量 的 变化 会 有 重大 的 

积极 作用 。 

3. 水 禄 和 麦 、 油 菜 、 和 蛋 豆 轮作 复种 的 -年 二 作 制 的 普 

及 ， 更 表现 了 明 清 江南 农民 在 对 自然 资源 的 利用 方式 方面 

的 重大 进步 。 这 种 种 植 制度 的 一 个 主要 优点 ,是 在 同一 耕地 

上 实行 水 舟 演 旱地 作物 的 水 时 轮作 。 方 裁 辉 指出 :在世 江 实 

行 水 稻 与 大 小 玫 、 特 别 是 与 性 豆 和 油菜 复种 轮作 的 好 处 ,在 

于 其 能 够 合理 利用 土壤 中 的 警 养 元 袁 ， 使 土壤 养料 的 供需 

相对 平衡 , 从 而 提高 肥料 施用 效果 , 减少 施肥 基 ; 能 够 影响 

土壤 腐 殖 和 硕 沼 量 、 土 过 全 氮 量 以 及 耕 层 土壤 的 容重 .孔隙 记 

与 页 氮 比 等 , 从 而 提高 土壤 肥力 , 改善 耕 性 ; 能 够 消除 土壤 

中 有 毒物 质 ,减少 病 . 虫 、 杂 章 为 害 避 。 因 此 之 故 ,这 种 一 年 

二 人 必 市 ,是 最 适 官 江南 自然 生态 条 件 的 种 植 制度 。 而 其 他 可 

选择 的 种 檀 制 度 ,都 有 一 个 共同 特 扣 , 即使 耕地 长 期 处 于 过 

湿 状 态 ,并 因此 而 引起 土壤 理化 性 状 晋 化- 水 和 一 年 一 作 市 

《 队 非 冬季 排水 翻晒 田 土 ) 及 水 稻 一 年 二 作 制 5 即 双 季 称 ) 月 

不 待 言 ;即使 是 水 稻 与 绿肥 ( 紫 云 英 、 曹 基 等 ) 轮 作 的 一 年 二 

作 制 ,也 同样 因 冬 季 不 能 翻晒 土地 , 从 而 导致 水 称 及 绿肥 生 

长 不 良 ,产量 不 高 1431。 与 此 相反 ,水 稻 与 考 、 铀 菜 、 和 三 豆 等 作 

物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, 由 于 水 旱 轮 作 , 土壤 的 理化 性 状 均 可 

得 明显 政 善 。 

其 邯 一 汕 对 明 清 江南 气候 与 土地 变化 大 巩 的 分 析 来 看 ， 

有 关 变 化 大 体 上 是 有 镜 于 水 稻 生 产 的 ;而 从 本 节 的 讨论 来 才 ， 

Il1] 南京 老 尘 院 .江苏 农学 覆 主 护 民 作物 扣 培 学 打 南 方 可) 上 册 . 7 页 。 

[21 皮 载 旦 等 去 浙江 的 耕作 制 诬 ?》,161 一 1567 页 。 

[3] 十 载 钧 等 区 新 江 的 耕作 有 禁 度 》40 贞 -.309 一 310 页 。 

熏 122 



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也 在 积极 促进 水 稻 生 产 的 发 展 L011。 因 此 水 舟 

单位 产量 增加 应 当 是 可 能 的 甚至 是 必然 的 。 此 外 ， 在 明 清 时 

期 , 越 来 越 多 的 稻田 被 改作 棉田 或 权 园 。 而 在 这 些 寿 地 中 , 绝 

大 部 分 不 宜 或 不 甚 宜 种 稻 [2]。 不 宜 冰 之 地 退出 称 作 , 从 而 提 

高 了 余下 的 禄 田 的 相对 质量 。 如 果 考 虑 到 这 些 因素 ， 则 明 清 

江南 水 稻 的 亩 产量 更 应 有 较 大 幅度 的 提高 。 但 是 ， 实 味 情况 

是 否 真是 如 此 ,下 面 尚 须 进 行 论证 。 

《三 ) 明 清江 南 水 称 亩 产量 的 变化 

明 清 江南 水 稻 席 产量 有 和 何 变化 ? 学 术 界 的 意见 向 来 匡 

为 分 上野 。 有 的 学 者 认为 无 变化 ， 有 的 认为 在 下 降 ， 但 也 有 

的 认为 在 上 上升。 这 种 分 歧 在 1980 年 代 变 得 尤为 明显 。 例 

如 ， 人 有余 也 非 仍 然 坚持 传统 的 看 法 ， 认 为 元 明 清 三 代 江 南 水 

稻 亩 产量 并 无 变化 :31。 暴 慧 也 肯定 清 代 前 期 〈1644 一 1840 

年 ) 江南 水 称 亩 产量 与 明代 相差 不 密 041。 而 闵 宗 典 则 断言 

明 清 江南 平原 ( 即 太 潮 地 区 ) 的 水 稻 调 产量 有 下 降 的 趋 

[1] 除了 上 还 技术 进步 外 . 灿 有 人 妆 密 因 雪 对 水 租 声 产量 的 握 高 起 尊重 间 作用。 此 

处 长 乔 团 地 谈 一 谈 胶 料 的 作用 。 据 珊 定 ,就 音箱 量 而 言 .:3 公 斤 太 豆饼 友 致 相 

当 于 1 公斤 茸 醋 尽 ( 北 京 农林 局 坊 世 在 业 帅 用 数字 了 手册? 186 一 187.193 页 )。 

对 , 据 柏 多 斯 甘于 中 国 肥 和 料 与 粮 表 产量 的 投入 一 产 出 甘 系 的 分 析 ,1 公斤 硫酸 

管 到 的 可 以 增产 站 公斤 粮 前 《Dight Ferkins， gricuEaref Perelopmeru un CRinma， 

1368 一 71396873 页 ) 换言之 ,每 公斤 大豆 饼 大 数 可 以 增产 工 公 斤 粮 便 . 河 代 生 

南 琐 田 施 凤 量 较 明 做 有 明显 增 古 ! 李 怕 重 人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水 稻 生 产 千 的 程 红 

的 提高 y]。 末 怕 就 起 肥 而 育 。 大 和 伐 江 南 追 肥 使 用 尚 不 疹 过 ,而 清 代 则 已 广泛 

【 详 见 林产 正 玄 1。 水 舟 追 肥 , 清 必 一 般 用 豆 雯 御 斤 .按照 上 可 出 全 , 即 可 增 贡 

亩 产量 80 斤 。. 当然 这 和 还 需 根 据 音 时 音 地 具 蛋 情况 进行 实地 调查 测定 ,但 可 以 

肯定 ,施肥 量 的 增加 对 于 杯 和 南 产 重 的 提 南 有 重要 作 印 。 

[2] 李 伯 重 以 明和 请 江南 农业 次 源 的 台 理 利用 》。 

[131 宗 也 非 区 中 国 历代 粮 合 平均 亩 产量 考 团 》。 

[41 昊 于: 中 国 历 代 惊 重 言 产量 研究 》,169 页 .175 一 177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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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0S81 一 05Z1) 册 计 焕 台 首部 水 弹 井 

势 111。 然而 ,与 余 也 非 、 吴 慧 和 闵 宗 碟 相 反 ， 袁 明 认 为 

清 代 前 期 江南 水 稻 亩 产量 比 明 代 有 提高 !21 ,而 李 龙 潜 更 认 

为 清 代 前 期 江南 苏州 、 嘉 兴 等 地 的 水 称 调 产 景 ， 比 明 未 有 

显著 查 商 13]1。 

在 对 以 上 见解 熟 是 熟 非 进 行 讨 论 之 前 ,首先 应 当 指 出 :第 

一 , 丸 管 许多 讨论 明 清 江南 农业 万 至 整个 经 济 状 况 的 著作 ,都 

直接 或 间接 地 谈 到 水 稻 亩 产量 的 问题 ， 但 是 对 江南 水 稳 亩 产 

量 所 作 的 专门 研究 却 并 不 很 和 多， 特别 是 对 明 请 不 同时 期 的 情 

况 进 行 专门 研究 的 著作 更 少 ;第 二 ,大 多 数 谈 及 江南 水 种 亩 产 

量 的 著作 ,主要 是 采用 举例 的 方法 进行 论证 , 亦 即 从 文献 中 收 

集 有 关 产 量 事例 的 史料 , 依 之 进行 推断 ;第 三 , 一些 学 者 彰 过 

使 用 宋代 和 近代 【无 其 是 1930 年 代 与 13950 年 代 ) 的 亩 产量 ， 

作为 判断 其 关于 明 清 江南 亩 产量 的 佑 计 正 确 与 否 的 依据 。 我 

认为 上 述 做 法 有 其 合理 的 方面 ,但 亦 存 在 若干 问题 。 首 先 ,不 

把 明 清 不 同时 期 的 情 训 分 开 作 专门 研究 ， 就 无 从 看 到 客 竟 有 

无 变化 。 其 次 ,在 已 有 的 明 清 江南 史料 记载 中 ,水稻 再 产量 差 

别 要 大 ( 低 者 产 米 1 石 或 以 下 ,高 者 4 五 或 更 多 ) ,其 中 有 不 作 

调 产 旺 数 字 是 特殊 情况 下 { 如 大 丰 之 年 或 上 好 田地 ) 的 产量 数 

字 ， 很 难 据 之 对 江南 一 般 情 况 下 的 水 稻 平 均 身 产量 的 变化 做 

出 判断 I4j。 而 目前 所 能 获得 的 亩 产量 记载 数量 有 限 , 尚 不 足 

以 支持 对 亩 产量 的 记载 事例 进行 数量 分 析 。 再 次 ， 宋 代 和 近 

[1 上] 他 蔓 至 认为 清 代 和 江 南 本 称 亩 产量 仅 为 明代 之 8 区- 狗 阁 宗 恨 尺 案 妆 清 时 期 太 

蛮 地 区 水 和 遍 产量 的 探讨 y。 

[2] 吴 系 明和 与 许 访 新 主编 :if 中 国资 本 二 祥 的 萌芽 一 一 中国 赛 本 主 立 发 展 虫 第 一 

卷 ?,191 下 。 

[3] 李 契 汗 尽 明 清 征 放 灾 ?407 贰 。 

FE4] 而 如 施 作 龄 指出 :在 仿 日 的 条 件 下 , 本 硝 最 商 译 产量 的 记录 往往 是 平均 亩 产 

量 的 3 一 5 傅 , 把 文 面积 的 平均 亩 产 重 提高 到 小 面积 的 是 高 亩 产量 记录 .大 的 

需要 上 来 年 (游人 龄 为 太 淹 地 区 和 作 政 源 玉 其 传播 和 发 展 问 题 y)。 在 社会 

锝 织 夏 传 手 手段 均 远 进 于 今日 的 明 清 时 代 ,所 需 时 间 肯 定 远 比邻 日 为 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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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的 言 产量 ,诚然 是 确定 明 清 调 产 量 的 重要 参考 ,但 是 必须 置 

于 干裂 前 提 之 下 : (tb 所 用 的 宋代 或 近代 的 有 关 调 产量 数字 必 

须 正 确 :(2) 必须 考 苇 到 宋代 或 近代 由 于 各 种 生产 条 件 ( 包 括 

气候 与 土地 ) 的 不 同 及 其 对 当时 水 稍 调 产量 的 影响 ,同时 还 应 

蔽 除 “ 直 线 进 化 "中 观 的 束缚 。 搞 言 之 , 宋代 和 近代 的 情况 只 

能 用 作 参 考 ,而 不 能 作为 证 据 。 和 正面, 我们 芍 试 从 明 清 江南 水 

稻 的 消费 与 生产 之 关系 人 手 ， 对 水 稻 雷 产量 问题 作 一 宏观 分 

析 ,然后 再 用 一 些 地 方 的 产量 记载, 对 所 得 结果 加 以 验证 。 为 

进行 这 个 密 观 分 析 .首先 必须 了 解 明 清江 南 的 水 稻 种 和 植 面 积 、 

人 口 数 量 、 稻 米 消 费 量 等 的 变化 。 

1. 是 然 明 清官 方 土地 统计 数字 与 真实 情况 往往 有 颇 大 出 

入 ,但 在 中 国 各 主要 经 济 地 区 中 , 汪 南 的 农田 统计 数字 相对 来 

说 比较 近 于 实际 。 而 在 1950 年代 册 前 的 江南 各 官方 农田 数字 

中 ,一般 认为 明代 万 历 统计 数字 相对 来 说 较为 可 靠 。 兹 将 万 历 

《大 明 会 典 ?》 卷 干 七 中 苏 、. 松 、. 常 .镇 、 宁 五 府 和 康 忘 4 浙江 通 志 

卷 十 五 中 的 杭 、 圳 、 戎 三 府 方 历 田 地 数字 相 加 , 可 尺 竺 到 一 个 

大 铭 4500 万 亩 的 总 数 。 这 个 数字 比 从 以 后 的 备 府 县 官方 数字 

所 得 的 总 数 都 商 , 应 当 说 隐 潮 较 少 , 较 近 于 实际 情况 0 。 

由 于 经 济 作 物种 植 的 扩 太 ， 明 清江 南 称 田 总 面积 有 不 断 

缩减 之 势 。 另 一 方面 ， 济 代 棉 田 复种 水 舟 比 明代 普遍 ， 故 实 

际 水 舟 播 种 面积 比 起 农田 总 数 减 去 经 济 作 移 《〈 主 要 是 棉 与 

[1] 虽然 万 历 总 区 数字 也 未 裔 摆脱 何 炳 栋 所 指出 的 那些 导致 矶 代 官 太 土 地 数字 

仿 商 或 以 低 的 因素 的 影响 .但 是 相对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而 青 . 至 少 是 自 南 宋 以 淮 ， 

这 些 因素 对 证 商 土 地 北 字 的 影响 较 小 (和 奏 阅 何 炳 怀 : 南 主 至 他 土 地 数字 的 潮 

旦 和 评 忆 和 :又 ,万 质 生 束 本 来 就 是 起 自 江南 ,并 且 企 江南 实施 最 为 认真 - 攻 

此 较 立 其 他 煞 字 , 互 历 娄 相 对 而 言 全 为 可 章 。 还 有 ,如 前 所 述 .江南 土地 开 改 

人 外 延 式 开 汰 到 万 历时 伐 已 经 基本 站 课 , 清 束 之 后 , 糙 地 数量 内 有 增 酸 这 

人 世 , 幅 席 也 不 会 很 大- 清 代 江南 官方 耕地 数字 基本 千 是 褒 用 万 历 孝 字 ,其 主要 

原因 瘟 在 于 此 ,而 例 生 一定 部 是 由 于 单 鱼 保守 原 上 成 三 于 育 查 。 

ri 

飞 虎 蛮 只 要 避 同 尘世 灿 趟 辜 导 [ 守 ] [时 ].[ 汕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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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 ) 种 慎 面 积 后 的 余数 要 大 一 些 。 我 曾经 根据 明代 末期 与 清 

代 中 期 江南 重 丝 与 棉布 的 总 产量 和 亩 产量 ， 求 出 两 个 时 期 棉 

四 与 桑 地 的 数 最 ; 然后 在 考虑 到 棉田 复种 水 夭 的 情况 下 ， 计 

算出 这 两 个 时 期 水 稻 的 种 植 面 积 , 分 别 占 农田 总 数 的 蛤 名 和 

89 铝 111]。 这 里 为 求 简便 , 姑 将 两 个 时 期 的 水 称 种 植 面积 企 以 

农 国 区 面积 的 名 免 计 。 这 样 做 无 疑 会 导数 我 们 关于 明 拒 谓 产 

基 估 数 的 明显 护 商 ， 不 过 这 对 于 我 们 所 答 证 实 的 结论 一 一 江 

南 水 和 帮 调 产量 在 不断 提 丙 一 一 来 说 ,并 无 不 利 影 响 。 因 为 若是 

明代 估 数 竹 商 ， 现 我 们 据 此 所 得 的 结论 是 清 代 调 产量 比 明 匠 

更 高 ， 那 么 实际 十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水 舟 亩 产量 提高 的 异 庆 应 当 

还 将 更 大 。 

根 据 以 土 的 比例 和 农田 部 数 ， 可 以 求 得 明 清 江南 水 称 种 

植 面 积 约 为 4050 万 调 。 

2. 明 清江 南 的 人 口 数 量 是 一 个 非常 亲手 的 问题 , 学 术 界 

过 去 在 此 方面 的 研究 也 不 委 。 此 处 根据 我 以 往 的 工作 (2 , 作 

- -粗略 的 探讨 。 

依照 王 业 键 在 其 对 1850 年 江南 苏 、 松 、 常 .镇 . 宁 五 府 人 

口 数量 的 研究 中 所 用 的 方法 [1 , 但 改 用 经 梁 方 仲 核 正 的 喜庆 

二 十 五 年 (1820 年 ) 的 人 口 数字 [4] ,以 及 道光 三 十 年 (1850 年 ) 

户 部 清册 中 的 江湖 商 省 人 口 数 ， 可 求 得 道光 三 十 年 江南 的 人 

口 总 数 大 约 为 3600 万 -。 虽然 施 坚 雅 已 指出 道光 三 十 年 许多 地 

区 的 官方 人 口 数 宁 闹 丙 旨 , 但 是 在 无 法 获得 更 正确 的 数字 之 

[1] 李 伯 荐 griesnral Deteiopmens in Fiongrtat ,第 1 吾 第 2 节 。 

[2] 李 怕 重 :dericaera Desewopnraa 加 Jiansnen ,第 1 章 第 1 节 ， 

[3] 荆 =h-ebian 可 ang : 了 Re jpaer 太 Je jiping 再 ceom pm 已 cpULatppm 天 ert 

上 旺 Fas ， 

[<] 梁 方 促 :K 中国 历代 上 口 . 因 地 、 困 了 呈 稚 计 ),3273 一 279 页 

[5 全- Wiiam Skinnper ; SCRHamr Popyation 站 引 e AWimefeenkh Cereury 。 工 ssgons 厅 mmt 

卫 waqggregehed Eeea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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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,我 们 仍然 不 得 不 使 用 这 个 数字 。 

明代 后 期 的 人 口 数 全 然 没 有 记载 ， 了 此 我 们 只 能 先 从 明 

初 与 清 中 叶 的 人 口 数字 求 出 其 间 的 年 平均 增长 率 , 冉 依 此 算出 

明 末 七 时 江南 的 人 口 数 . 并 根据 明代 有 闫 情况 对 此 予以 调整 。 

在 这 里 ,我们 使 用 洪武 末期 统计 数 与 上 面 所 得 道光 三 十 年 数 进 

行 计 算 。 之 乓 以 要 采用 洪武 数 ,是 因为 此 数 有 是 明代 最 为 可 靠 的 

数字 -从 万 历 & 大 明 会 典 # 着 十 九 和 赚 品 《浙江 通 志 # 郑 二 五 所 载 

有 关 数 字 中 ,可 以 算出 洪武 二 十 六 年 (1393 年 ) 江南 人 口 总 数 

太 约 为 870 万 。 由 此 我 们 即 可 求 出 1393 一 1850 年 间 的 江南 人 口 

的 年 平均 增长 率 大 致 为 0.3 和 名。 根据 这 个 成 长 率 ， 泰 昌 元 年 

(1620 年 ?江南 人 口 总 数 应 为 1800 万 左右 [11。 考 虑 到 明和 伐 江南 

入 口 增长 率 可 能 略 高 于 清 代 ,故此 处 站 以 2000 万 计 I] 。 

3. 明 清 江南 的 水 舟 消 费 . 主要 包括 三 个 肉 容 : (1 食物 ; 

2) 种 子 ;(3)7 酸 造 业 原 料 。 此 外 , 税 米 虽 不 属于 严格 意 尽 上 的 

消费 ,但 也 需 训 考虑 。 用 作 种 子 .酿造 业 原 料 和 税 米 的 稻米 数 

量 昌 然 相当 可 观 , 但 为 简化 分 析 起 见 ,此 处 姑 覆 而 不 论 。 不 过 

可 以 肯定 的 蚌 ， 铺 代 在 种 子 与 荫 造 业 库 料 方 面 所 消费 的 稻米 

数量 , 远 比 明代 为 大 (3]1。 

对 于 作为 食物 的 江南 粮食 消费 , 论 之 者 不 少 ,其 中 以 斯 波 

闵 信 的 研究 最 为 深 人 可 信 叶 。 据 斯 流 氏 的 研究 ,江南 的 粮食 消 

山水 准 大 绝 为 每 人 每 年 食 米 3.6 石 左右 。 不 过 ,考虑 到 请 代 江 

南 麦 的 生产 与 输 和 人 数量 均 颇 大 ， 而 且 食 用 才 的 记载 也 明显 较 

明代 为 多, 这 里 站 以 包 志 臣 所 言 的 人 均 3 石 米 计 , 所 余 0.6 石 

则 以 圳 计 。 明 代 则 以 人 年 均 3.3 石 米 计 ,所 余 0.3 石 以 袁 计 。 

[1 此 时 明 末 杜 会 好 和 许 总 在 机 尚未 烛 发 ,其 时 江南 人 口 燥 应 是 是 代 谍 南 晤 高 的- 

[2] 详 下 这 人 怕 重 :4erryierqg Dendopment im Jrngnmn :第 1 章 第 1 节 。 

13j] 李 伯 重 derieairay Penelopmeru in Tiangnan ,第 4 站 第 2 和 节 ， 

[4] 斯 下 忒 信 以 宋 代 消 费 - 生 苦 水 准 赴 抒 3。 

人 

rr 和 | 忆 话 博 兴 要 到 记 剖 台灯 臣 丧 于 [ 辣 芝 用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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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581 一 9 向 淳 沿 到 问 庆 油 茧 同 十 埋 二 是- 本 4 和 了 TIE 一 re T 一 -一 下 -一 

将 以 上 所 得 人 口 数 与 人 年 均 食 米 基 相 乘 ， 匡 可 得 1620 年 

和 185 和 年 江南 的 稻米 消费 总 量 分 别 为 6600 万 石和 10800 万 

石 。 和 但是, 电 于 清 代 江南 稻米 输 人 数量 颇 大 而 明代 则 甚 徽 [1 ， 

因此 在 分 析 清 代 中 期 稻米 消费 量 与 生产 量 的 关系 时 ,还 须 考 虑 

到 稿 米 输入 的 数量 。 我 曾 根 据 全 汉 和 并 与 王 业 键 唔 、 吴 限 明 51、 

王 业 键 与 黄 国 枢 [9 等 关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或 长 江 下 诈 称 米 输 

人 数量 的 帖 计 以 及 其 他 有 关 情 况 作 过 分 析 ， 认 为 1 世纪 中 期 

江南 的 稻米 年 输 人 量 ,大 约 在 1500 万 石 之 谱 151。 因 此 ,扣除 输 

人 之 后 ,江南 所 消费 的 稻米 尚 有 9300 万 石 , 须 由 本 地 生产 。 

依据 以 土 各 项 线 果 , 我 们 可 以 求 得 明 来 (17 世纪 官 期 ) 江 

南 的 水 称 诗 产量 当 大 约 为 1.6 石 米 , 而 清 中 时 119 世纪 中 期 ) 

则 约 为 2.3 石 米 . 亦 即 后 者 较 前 者 增加 了 0.7 石 ,增长 幅度 大 

狼 为 44 鲍 。 如 果 将 前 述 各 种 导致 对 明代 佑 数 偏 部 的 因 豆 除 

去 , 江 补 上 未 如 人 有 关 计 算 的 各 项 内 容 , 那 么 明 末 的 亩 产 重 数 

字 还 应 降 低 而 清 中 吐 数 字 则 应 提高 ， 从 而 这 个 提高 幅度 还 要 

更 大 06] 。 

以 上 分 析 中 所 蛋 现 出 来 的 趋势 ， 是 否 能 够 从 史料 中 获得 

支持 ”现在 我 们 挑选 江南 水 舟 亩 产量 记载 最 为 集中 的 苏 、 松 

地 区 为 例 , 来 看 一 看 情 疹 到 底 如 何 。 

在 柏 金 斯 (Dwight Perkins) 收集 的 17 个 16 至 18 址 纪 荔 、 

松 地 区 的 水 舟 计 产量 数字 中 ，16 世纪 与 17 世纪 共有 11 个 ， 

[11 李 伯 看 :tt 明 清江 南 与 外 地 经 济 联系 的 加 强 玉 其 对 工 灾 业 败 展 的 影响 4 。 

[2j 全 这 升 . 王 业 鱼 :《 清 于 正 年 间 的 米 价 #。 

[3] 吴 承 明 以 中 国资 本 主 交 与 国内 市 场 ,257 一 258 页 。 

[4] 王 业 键 . 黄 国 枢 坟 妇 世纪 中 国 接 章 必 圳 的 考 罕 )。 

15| 李 伯 重 :4ricamaral Detetapment ia Jamgnam ,第 4 章 第 2 节 。 

[5 如 果 考 感到 以 上 因素 . 明代 后 期 江南 的 水 稻 亩 产量 应 小 1.6 石 米 ,， 而 清 代 中 

期 则 为 .5 石 来 , 增 共 由 席 的 为 年 吕 。 详 细 褒 述 底 李 伯 重 : 4gricegiural Pet 

opment 上 rerny 和 于 章 第 1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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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2.0 至 6.0 石 谷 不 等 ,平均 为 3.0 石 谷 , 折 合 1.3 石 洲 。]8 

世纪 有 6 个 数字 , 在 1.0 至 7.2 石 谷 之 间 ， 平均 为 3.8 石 谷 

{ 合 1.9 石 米 )003; 亦 即 增 加 了 0.8 石 侣 ,增加 四 度 为 27 驶 。 吴 

承 明 收集 了 天 启 至 遭 光疗 江南 各 地 水 禄 诗 产 量 数 字 26 个 

( 双 季 稻 不 计 , 下 同 ), 其 中 明确 说 是 苏 、 检 雷 产 量 的 数字 有 8 

个 。 从 这 些 数字 来 看 ,天启 .崇祯 时 期 (1621 一 1644 年 ) 亩 产量 

在 1+ 至 3- 五 米 之 间 , 顺 治 、 康 申 时 期 (1644 一 1720 年 ) 在 1 

至 2 五 米 之 疝 ,嘉庆 .道光 时 期 (1796 一 1850 年 ) 则 在 2 至 3 石 

米 之 间 ( 仅 苏州 府 )[01。 可 厚 亩 产量 总 的 来 说 在 上 升 - 此 外 , 轩 

宗 不 收集 的 明代 中 后 期 (弘治 至 岩 祯 ? 苏 . 松 . 喜 、 湖 雷 产 量 数 

字 6 个 , 自 1.5 至 3.0 右 米 不 等 ; 清 代 前 中 期 ( 清 初 至 道光 ) 同 

地 区 数字 10 个 , 自 1.5 至 3.6 石 米 不 等 01。 昌 然 闵 氏 所 作 明 

代 平 均 数 为 2.3 石 米 而 清 代 为 2.0 石 米 ， 但 若 除 去 光绪 时 的 

数字 及 误 置 人 江南 的 江西 省 数字 , 则 清 初 圣 道光 的 数字 作 算 

术 平 均 应 得 2.3 石 米 。 亦 即 较 明 伐 亩 产量 增加 了 0.4 石 ,增加 

幅 麻 为 17 免 。 吴 承 明 收集 的 苏 . 松 之 外 江南 各 地 的 数字 ,也 旺 

现 出 亩 产量 不 断 上 升 之 势 。 这 些 数 字 本 身 虽 然 尚 不 能 充分 说 

明 癌 题 , 但 与 上 面 我 们 从 消费 的 前 度 所 作 的 数量 分 析 的 结果 

相 印 证 , 可 以 相仿 明 清 江南 的 水 稻 亩 产量 确实 有 站 大 幅度 的 

提高 。 

总 之 ,无 论 从 水 稻 对 环境 及 人 类 努力 的 变化 的 回应 来 看 ， 

还 是 从 对 江南 水 稻 亩 产量 的 推算 来 看 ,自明 代 后 期 至 铺 中 期 ， 

江南 水 称 亩 产量 应 有 颜 太 增加 ,是 可 以 肯定 的 。 格 反 ,如 果 认 

[1] Dewight Perkins : 4gricritkreay DeneJopmuene En 后 nd， 348 一 了 汪 1 生 一 习 19 页 表 

人 .4< 米 专 谷 之 半 计 。 电 , 亩 产 重 数字 凡 有 商 慨 限 春 均 眼 中 钞 : 以 下 进 到 此 关 

情况 , 均 同 此 处 班 。 

[21 后 夭 明 与 许 注 新 主编 民 中 国资 本 主 关 的 戎 昔 #,4n 一 41.190 一 191 抽 。 

[3] 国 宗 晤 :# 宁 明 清 时 期 大 郑 地 区 水 稻 育 产量 的 探讨 ? 

一 一 一 人 

飞 话 强 头 下 到 疾 扣 吕 册 公民 苹 [ ] [时 ] 汕 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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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

本 本 生生 

杰 

为 站 有 增加 甚至 下 降 ,那么 就 必须 对 下 面 两 个 问题 做 出 画 答 : 

究竟 是 何 因素 阻止 上 述 变化 引起 亩 产量 上 升 ” 清 代 中 期 的 江 

南 在 扣除 输 人 粮食 之 后 还 存在 着 的 巨大 粮食 消费 缺口 乔 何 种 

办 法 解决 ”但 至 少 在 目前 还 未 看 到 有 人 对 这 些 问 题 提 出 管 

案 。 至 衬 以 宋代 或 近代 的 亩 产量 数字 为 根据 滋 否 定 明 清江 南 

水 稿 直 产量 的 提 融 ， 则 问题 更 大 。 宁 代 或 近代 江南 水 舟 生 产 

的 目 然 条 件 和 社会 经 济 驼 件 都 与 明 清 江南 有 所 不 同 〈 佳 有 些 

方面 甚至 很 不 相同 ) ,这 就 注定 了 简单 地 以 宋代 或 近代 情 沈 来 

推论 明 清 . 并 不 能 说 明和 什么 。 更 何 狐 斯 波 细 信 新 近 的 研究 已 

指出 过 去 对 宋代 江南 水 稻 让 产量 的 情 计 大 大 俩 高 "上 , 而 陈 恒 

力 则 早已 指出 1930 年 代 嘉 、 湖 地 区 主要 农作物 的 谓 产 量 明显 

低 于 明 末 妆 。 因 此 ,我 们 认为 : 明 铺 江南 水 稻 亩 产量 确实 在 不 

上 时 提高 ， 真 主 清 代 中 时 方 达到 其 在 传统 农业 时 代 (1950 年 代 

以 前 ?的 顶峰 。 特 别 值 得 注意 的 是 ,这 个 提高 并 本 件 随 有 水 稳 

声 均 劳动 投 和 的 增 顶 t ,因此 难以 用 "内 着 化 (involution) 的 

理论 来 解 灵 -。 王 业 键 在 对 江南 米 价 长 期 趋势 的 研究 中 ， 指 出 

清 代 江南 米 价 变化 与 气候 变化 之 问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!4j。 这 与 

我 们 上 述 结 论 不 谋 而 人 台 ， 因 为 只 有 在 水 舟 让 产量 不 断 提 两 而 

允 未 陷 人 “内 卷 化 "的 陷阱 的 时 候 , 粮食 价格 才能 够 长 期 下 落 

(和 葵 人 粮食 数量 虽 不 小 ,但 本 地 所 产 仍 然 占 江南 粮食 销 费 之 主 

体 )。 而 水 稳 雷 产量 以 及 水 稻 生 产 经 济 效益 的 提高 ,又 在 很 大 

程度 上 是 册 水 稍 生 产 的 自然 环境 的 变化 所 致 。 

[IT 斯 波 蓝 信 : 宗 代 江 击 经 济 史 只 研 研 ? .137 一 165 页 。 

[中 陈 居 力 :《 补 窑 书 研究 》 第 2 章 届 政 36 一 34.、 145 一 147 、1，181 一 14-，189 一 

190 250 页 ， 交 于 汪 代 江南 水 狠 亩 产量 与 宁 代 有 近 伐 的 比 较 ， 详 见 李 伯 王 : 

ricbiural 下 etbelopmiert a Jierngnen 第 了 而 第 1 工 节 。 

[3] 地 拆 重 尺 明 清 时 期 江南 水 舟 生 产 浊 约 程 席 的 提高 ?。 

[4 Tehehien 本 an 区 Seaiar 站 Emals 避 ce Pet 后 十 ngfse 站 ea， 和 了 一 了 了 

三 130 



结论 天 “地 ”人 “相互 关系 

与 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

好 前 杀 述 , 与 古代 "于 才 ”哲学 理论 有 密切 关系 的 中 国 传 

统 农学 思想 ,把 农业 生产 视 为 一 个 “天 ” “地 "“ 人 ”二 大 要 未 

共同 作用 的 过 程 。 在 三 者 的 变化 及 其 相互 之 间 关 系 的 问题 

上 ,一 克 古 代 ( 特 别 是 南宋 以 来 ) 的 思想 家 和 农学 家 (特别 是 江 

南 人 士 ) 作 出 了 重要 的 贡献 - 这 里 需要 指出 的 是 :对 于 土地 的 

变化 以 及 人 类 对 此 能 够 如 何 施加 积极 影响 ,古代 先哲 早已 有 

帆 为 精 必 而 及 系 统 的 见解 ， 而 且 这 些 见 解 梅 成 了 中 国 传统 家 

学 的 最 主要 内 和 容 之 一 D。 在 这 个 方面 ,有 关 的 研究 成 果 甚 丰 . 

疆 良 材 言 。 央 此 下 面 的 讨论 ,七 要 是 针对 气 钼 的 变化 问题 。 

1. 三 青 之 中 ， 天 ”!{ 气 名 ) 的 变化 过 程 通 种 基 一 个 很 长 的 

时 期 5 往往 是 几 代 大 万 至 数理 年 . 数 干 年 的 时 间 ) 地 的 土 地 ) 

的 变化 ， 可 以 是 一 个 较 得 的 时 期 【就 小 块 土地 而 言 可 以 是 数 

年 ) 内 发生 的 现象 ;而 ”人 (人 类 努力 ) 的 变化 则 可 在 一 个 很 短 

的 时 期 (如 一 年 万 至 半年 ) 内 出 现 并 完成 。 因 此 从 一 个 较 短 的 

时 期 来 看 ， 人 "的 变化 最 为 明显 “地 ”的 变化 次 之 ,而 “天 ”的 

伍 化 则 较 不 易 为 人 觉 竺 。& 管 子 久 侈 甘 篇 "说 " 古 之 人 ”不同 于 

“ 今 之 大 "而 “ 古 之 时 "与 " 今 之 时 " 却 相 同 ,从 某 种 意义 上 来 说 ， 

这 体现 六 天 "与 "人 "的 变化 在 吉 人 心目 中 的 地 位 。 吉 大 虽 也 

重视 农 人 必要 “有 顺 天 时 ”, 但 公 着眼 于 得 时 期 的 气象 变化 而 非 长 

时 摘 的 气候 变化 。 然 而 ,虽然 “天 "的 变化 未 易 罕 觉 ,但 是 这 个 

变化 是 存在 的 。 这 一 点 :到 宋代 以 来 , 方 有 少数 思想 敏锐 的 学 

[1 杨 直 氏 尽 白 国 百 代 的 地 力 说 让， 

加 Er 

二 

飞 族 昌 兴 要略 辣 遂 晶 灿 人 同仁 | 巡 ] | 省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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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一 二 am 一 一 一 一 一 - 

f 0 一 95 ) 了 党 敌 和 到 门 部 台 昔 内 

者 注意 到 。 元 人 人 金 履 祥 曾 据 物 候 记 载 推断 周 秦 时 代 的 中 旋 气 

辟 比 元 代课 上 暖 . 而 直到 请 康 怀 时 , 刘 献 妈 ( 字 继 庄 ) 才 明确 地 

指 册 : “ 谱 方 七 十 二 候 各 不 同 ,如 岭南 之 梅 十 月 已 开 。 潮 南 桃 、 

李 , 上 于 二 月 已 烂漫 ,无论 梅 余 。 苦 吴 耻 梅 则 开 于 和 惊 蕉 , 视 . 李 放 

于 清明 , 相去 若 此 之 殊 也 1 今 历 本 亦 载 七 十 二 候 , 本 诸 月 令 ， 

万 七 国 时 中 原 之 气候 也 。 今 之 中 原 ,已 与 月 令 不 侣 , 则 古今 历 

差 为 之 。 今 于 南北 诸 方 , 细 考 其 气候 , 取 其 确 一 候 中 , 不 妨 多 

存 几 名 , 传 之 后 世 , 则 天 地 相应 之 变迁 ,可 以 求 其 微 侨 。 10 蓝 

隆 时 全 祖 闻 所 #& 刘 继 庄 传 和 ,对 刘 氏 的 匈 解 子 以 很 高 评价 ,并 在 

引述 此 段 文字 时 , 作 了 一 些 改动 ,使 其 意 尽 更 为 明确 。 经 改动 

后 的 文字 为 ，…… 今 世 所 改 七 十 二 避 ,让 请 月 令 ,万 七 国 时 中 

原 之 气候 。 今 之 中 原 , 已 与 七 国之 中 原 不 合 , 则 历 善 为 之 。 今 

于 南北 诸 方 , 细 考 其 气候 ,到 其 核 者 , 详 载 为 一 则 ,人心 之 后 世 ， 

天 地 相应 之 变迁 ,可 以 求 其 微 颁 - “由 此 可 见 刘 氏 、 全 氏 等 

江南 学 者 1 , 不 仅 知 道 气候 有 地 方 之 异 , 而 且 也 猜测 到 了 气 

候 还 有 古今 之 别 。 这 较 之 以 往 那 种 “天 不 变 " 的 传统 观点 ! ， 

无 疑 是 一 大 进 步 。 

2. 在 “天 “地 "“ 人 "三 者 的 关系 中 “人 "的 因素 人 尖 可 

以 支配 ;“ 地 ”的 因素 ， 大 类 可 以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施加 影响 ; 而 

“天 "的 困 素 则 大 类 完全 无 法 控制 。 因 此 人 们 对 "天 的 变化 往 

往 抱 有 一 种 太 可 知 论 的 看 法 《如 子 产 名 言 “ 天 道 远 "), 同时 区 

十 分 强调 "人 ?的 作用 ,认为 “人 ”在 三 大 要 素 中 处 于 量 重 要 的 

[ 间 氏 《 广 阴 杂 沁 》 汐 三 。 

[21 全 氏 误 昂 & 广 阳 荣 记 # 郑 首 。 

[3] “ 刘 南 记 虽 系 北京 人 ! 祖 精 菏 州 }, 但 他 19 岁 时 即 夭 居 苏州 ,而 后 在 苏州 是 订 县 

' 住 三 十 年 ,并 训 于 菏 州 。 全 诅 绷 为 省 部 县 人 ,但 宇 证 与 江南 地 理 毗 邻 , 文 

化 下 可 神 为 同一 地 区 。 而 瑟 全 贰 年 轻 时 又 曾 在 杭州 生活 ,并 与 当地 闭 名 学 者 

杭 世 验 , 厉 黑 等 往 证 走 记 。 隐 此 立 厂 ,二 人 卉 可 禄 为 江南 学 者 。 

[4] 例如 董仲舒 “天 不 变 . 道 亦 不 变 " 之 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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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位 5 如 站 子 名 言 " 天 时 不 如 纯利 ,地 利 不 如 人 和 和 ”) ,甚至 认为 

“人 ”能够 战胜 "天 "与 地”( 如 产子 和 名 言 "“ 人 是 胜 天 ”)。 这 一 志 

想 也 被 运用 到 了 农学 中 , 国 此 丘 渡 说 :“ 地 土 ， 高 下 燥 诅 不 同 ， 

而 同 于 生物 , 生物 之 性 虽 同 ,而 所 生 之 物 则 有 和 家 有 不 宜昌 - 土 

性 昌 有 宜 不 宜 . 人 力 亦 有 至 不 至 。 估 力 之 至 , 普 或 可 以 回 天 ， 

况 地 乎 1“[L 这 绒 话 可 以 说 是 “人 定 胜 天 "思想 在 明 清 中 国 佟 

统 农学 中 的 典型 表现 。 

这 种 强调 “人 ”的 作用 的 观点 ,虽然 有 重要 的 积极 意义 ,但 

电 于 人 类 改造 自然 的 能 力 有 限 , 在 重大 的 自然 变化 (特别 是 气 

候 变 化 ) 面 前 革 今 仍 往 往 东 手 无 策 , 所 以 "人 证 胜 天 "之 语 , 吉 

则 豪 余 ,但 在 传统 农业 时 代 , 只 能 是 人 类 的 美好 愿望 。 一 些 证 

代 思 想 家 .、 在 学 察 对 此 亦 已 有 相当 的 认识 。《 管 于 4“ 山 权 数 ” 

篇 中 记 管 促 之 言说 : “天 以 时 为 权 ， 地 以 财 为 权 ， 大 坟 力 为 

校 。 和: 失 天 之 权 , 则 大 .地 之 权 记 "明代 中 期 江南 农学 家 马 

一 龙 , 更 具体 地 看 到 “天 "对 水 舟 生 产 的 决定 性 影响 。 他 说 :种 

楂 水 稻 ,“ 养 之 系 于 人 ，, 而 成 之 系 于 天 也 。 稳 花 必 在 日 色 中 始 

放 , 雨 入 则 于 其 窗 而 不 花 , 风 烈 则 损 其 花 而 不 实 。 二 者 篆 和 补 从 

之 患 也 。 及 其 成 谷 将 获 ， 土 太 爆 则 米粒 干 抠 ， 水 饮 而 过 证 则 

斑 黑 成 谋 。 二 者 又 皆 毁 成 之 病 也 。 阴 晴 燥 湿 ， 总 是 人 力 可 到 

哉 "1 。 和 徐光启 则 说 性 水 旱 二 灾 , 有 轻 有 重 , 窝 求 得 丰 , 虽 证 党 

之 世 狂 不 可 得 ,此 列 由 天 之 所 设 - “6 因 孙 ,所谓 天 时 不 如 珊 

[it 志 自 失 兴 启 光 农 政 全 书 》 获 二 十 五 - 

[zj 驰 一 龙 区 家 说 证 

[3 《有 农 政 全 书 ? 装 四 十 四 。 明 人 人 羡 演 为 在 其 《 论 捕 才 因 见于 《4 农 政 全 节 # 第 四 十 三 

喷 } 中 ,对 "以 人 胜 天 " 担 出 了 皮 有 新 章 的 见 租 。 候 说 :" 夫 天 灾 非 一 ,有 可 以 用 

力 者 ,有 布 可 以 用 方 者 。 扩 水 与 嵌 , 非 人 所 能 为 , 姑 得 仁之 :至 于 单 伤 则 有 首 

房 之 利 ,证 师 则 有 捕 符 之 法 。 凡 可 所 用 力 者 ,岂可 党 视 而 不 数 阳 1 “换言之 ,对 

于 一 些 气 斤 变 粳 . 人 奖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订 上 采取 措施 以 对 搞 之 。 但 对 于 昼 外 一 

些 , 则 完全 无 能 汐 力 。 愉 大 的 方面 来 看 ,对 于 气 居 谈 化 所 引起 的 水 昱 灾 喜 ,人 

类 挑 条 的 能 因 蚌 十 区 有 限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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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 一 DZ) 属于 矢 到 届 训 下 蕴 哨 

利 , 地 利和 不 如 人 和 "之 说 ,也 仅 是 在 有 限 的 范围 内 得 以 成 立 。 

有 鉴于 此 , 陆 世 仪 虽然 也 说 在 农业 生产 的 天 时 、 地 利 、 人 和 三 

大 要 过 中 ， 亦 以 大 和 为 重 , 地 利 次 之 , 天 时 又 次 之 "。 但 他 同 

时 又 说 :“ 叙 如 十 饮 时 着 , 此 固 人 之 所 望 也 - 然 天 不 可 必 一 有 

不 时 , 磁 确 卑 下 之 地 , 先 受 其 害 余 , 惟 良 困 不 然 。 此 天 时 不 如 

地利 也 。 田 昌 上 产 , 然 或 海光 不 修 , 种 植 不 时 , 则 昌 和 良田 ,无 所 

乃 之 。 矿 详 云 : 买 田 买 幅 -此 地 利和 不 如 人 和 也。 ”1 这 是 对 上 

述 “ 天 时 地利, 大 和 7 的 关系 命题 霜 以 成 立 的 前 提 所 作 的 一 个 

通 当 说 明 。 全 面 地 看 ,前 引 陆 世 仪 “三 者 之 中 , 论 其 要 则 莫 重 

于 人 利 ,而 地 利 次 之 ,天 时 叉 次 之 : 论 其 重 则 葛 要 于 天 时 , 丽 地 

利 次 之 ,人 和 又 次 之 "之 请 ,可 以 说 是 对 于 “天 ”地 ”“ 人 ”三 

大 槛 索 在 农业 生产 中 的 不 同 地 位 的 一 个 辩证 的 解 炎 。 陆 氏 的 

这 一 看 法 ,是 中 国 传统 农学 思想 的 一 天 进步 。 

3, 气候 既然 是 不 业 生 产 最 重要 的 物质 条 件 之 一 ， 而 气 尾 

允 处 于 不 断 变 化 之 中 ， 国 此 气候 变化 对 农 娄 生产 必然 具有 极 

为 重大 的 影响 。 丛 是 古人 对 此 似乎 很 少 注意 。 直 至 南宋 ,江南 

农学 家 陈 考 , 方 从 哲学 的 角度, 对 此 作出 比较 麻 刻 的 论述 。 他 

说 :四 时 八 节 之 行 , 气 候 有 是 缩 遇 赢 之 记 。 五 运 六 气 所 主 ,上 阴 

阳 消 长 有 太 过 不 及 之 善 。 其 道 基 微 , 其 效 甚 其 。 盖 万 物 因 时 受 

气 , 因 气 发 生 ;其 或 气 至 而 时 未 至 ,或 时 至 而 气 未 至 , 则 造化 发 

生 之 理 困 之 好。 天 反 时 为 灾 ,地 反 物 为 妖 。 灾 妖 之 生 , 不 庆 

其 应 者 , 气 类 召 之 也 。 阴 阳 一 有 答 蕊 , 则 四 序 乱 而 不 能 生成 万 

物 。 塞 里-- 失 代谢 , 则 节 候 善 而 不 能 运转 -- 气 。 "农业 生产 是 

“次 天 地 之 时 利 ”, 四 此 ”* 必 知 天 地 时 审 ”。 如 果 “ 顺 天 地 时 利之 

宜 , 识 阴阳 消长 之 至 , 则 百 谷 之 成 ,斯 可 必 吴 " :若是 不 然 , 掀 泥 

于 上 十 气 候 规 律 , “雷同 以 建 寅 之 月 朔 为 始 春 , 建 已 之 月 为 首 

{11] 《 轴 辩 录 辑 机? 乞 十 一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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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 , 殊不知 阴阳 有 消长 , 气候 有 公 缩 , 济 上 以 作 事 ,其 元 有 成 

耶 ? 没 或 有 成 , 亦 幸 而 已 ,其 可 以 为 常 耶 "? 了 [换言之 ,由 于 气候 

对 农业 有 雇 定 性 的 作用 ,而 气候 达 处 在 不 断 的 变化 之 中 ,因此 

人 类 努 为 应 当 顺 应 气候 的 变化 ， 方 能 获得 较 好 的 收成 。 陈 氏 

关于 环境 变化 与 农业 生产 的 关系 的 这 一 见解 ， 在 中 国 传统 农 

学 思想 中 可 谓 独 树 一 帜 ,值得 加 以 强调 。 

总之 ,尽管 传统 农学 对 于 农业 生产 中 ”天 ”地 ”人 “三 

大 要 素 的 变化 的 某 些 方面 (特别 是 “天 "的 变化 ) 有 所 物 视 ,对 

于 三 大 要 素 变 化 的 相互 关系 以 及 各 个 要 素 变 化 对 农业 生产 的 

影响 的 看 法 , 也 往 往 未 必 全 面 , 但 是 自 南 宋 以 来 , 一些 江 南 思 

想 家 .农学 家 已 对 这 些 问 题 展 开 进 一 步 的 探讨 ,并且 提 出 许多 

非常 重要 的 新 见 。 这 标志 着 江南 人 民 对 环境 与 人 类 努力 的 变 

化 及 其 与 农业 生产 的 关系 的 认识 ,有 了 颇 大 进步 。 

对 于 经 济 中研 究 而 言 ， 环 境 问 题 具 有 特别 的 意义 。 在 这 

里 ,我 们 想 罗 强调 的 是 :重视 自然 环境 与 人 类 社会 的 关系 及 其 

变化 ， 万 是 中 国 古 代 轩 想 主 流 的 重要 特征 之 一 。 作 为 两 汉 俑 

家 世界 葛 之 基础 的 “天 人 合 一 " 论 ( 这 与 "三才 ”理论 也 有 着 密 

切 关 系 ),， 已 经 包含 着 苦 干 关于 人 类 社会 ( “人 ”) 与 目 然 环 境 

(天 ") 之 间 关 系 的 精辟 见解 , 尽 符 这 些 见 解 还 是 很 初步 的 ,而 

上 往往 蒙 着 深 摩 的 神秘 主义 色 形 ， 后 素 也 未 得 到 进一步 的 发 

展 。 根 据 这 种 “天 人 合 --” 观 , 人 类 社会 与 自然 环境 是 一 个 统 

一 -的 整体 ;人 奖 是 这 个 统一 体 ( 即 世 界 )?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,而 不 

[1 芭 阴 草 站 书 和 天 时 之 宜 " 箱 可 蔡 阅 困 启 由 在 上 陈 坦 农 节 选读 #5 二 下 1 中 的 

泽 京 。 际 坦 的 这 盘 请 ,也 可 订 理 艇 为 大 说 明 "时 ”时 全 4 与“ 气 耿 天 气 } 之 间 

的 矛盾 :时 信 反 讼 气 儿 变 长 的 一 般 规律 , 担 实 际 的 天 气 迹 化 有 时 会 脱出 常委 ; 

因此 农 攻 不 可 拘 插 于 时 仿 , 而 要 注意 天 气 的 实际 变化 情况 。 侦 是 联系 到 引文 

中 所 说 的 " 今 人 雷同 局 ……" .我 觉得 还 基 可 以 理解 为 因 气 嵌 十 村 不 同 , 所 拟 

再 能 以 上 直人 民 对 气 筷 的 了 认识 来 措 导 仿 日 的 胡 业 生产 。 当 热 , 这 如 误 字 也 可 能 同 

书生 售 关 二 后 两 种 机 县 的 意 文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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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这 个 统一 体 的 主 宁 : 人 类 社会 的 变化 受到 目 然 环 境 变 迁 的 

严重 制约 ， 同 时 人 类 的 活动 也 予 自 然 环 境 以 强大 的 影响 。 因 

此 ,人 类 与 自然 之 间 不 应 是 对 立 的 或 对 抗 的 关系 ,而 应 是 一 种 

协 泣 的 或 和 谐 的 关系 。 这 些 见 解 在 今日 仍 上 类 有 意义 ， 因 为 割 

裂 “ 天 "与 "人 "的 统一 ,只 见 " 人 "而 不 见 “ 天 ” ,或 者 仅 片面 强调 

“人 定 胜 天 ”而 忽视 "天 "对 "人 “的 重大 影响 , 都 是 点 往 中 国 社 

会 经 济 中 研究 中 常 抑 的 刺 病 。 其 中 要 特别 一 提 的 是 ， 天 人 合 

一 ” 观 中 重视 自然 环境 变迁 对 于 人 类 社会 经 放 发 展 的 重大 作 

几 的 思想 ,对 于 探讨 中 国 社会 经 济 的 长 时 期 变化 来 说 , 尤 具 参 

考 意 义 。 我 们 甚至 可 册 说 : 从 某 种 意义 上 面 育 , 若 是 将 " 事 、 

“人 "”"“ 天 "分 别 解释 为 社会 经 济 的 发 展 . 人 类 的 努力 和 中 然 环 

境 的 变化 的 话 , 那么 古人 所 谓 “ 谋 事 在 人 , 成事 在 天 ”, 从 一 个 

长 达 数 百年 、 数 千年 的 历史 时 期 来 看 , 也 不 无 道理 。 总 之 ,对 

于 研究 历史 上 的 自然 环境 与 人 类 社会 经 济 的 关系 及 其 变化 而 

言 , 太 果 公 " 究 天 人 之 际 , 通 古 今 之 变 " 的 避 训 , 硅 今 天 仍 并 未 

过 时 。 

三 136 



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为 

在 海外 的 清 代 社会 经 济 忠 研究 中 ， 人 口 问 题 通常 占有 

一 种 特殊 的 分 量 。 尽 管 一 些 学 者 在 若干 问题 上 存在 重大 的 

意见 分 歧 , 但 是 在 以 下 一 点 上 ,大 过 数 学 者 的 看 法 却 似 乎 颇 

为 一 致 ; 清 代 前 中 期 (1644 一 1850 年 ) 的 中 国人 口 增长 过 快 ， 

导致 了 议 重 大口 压力 的 出 现 ; 这 种 压力 与 日 俱 增 , 在 19 世 

纪 中 期 达到 极点 ,引发 了 严重 的 社会 经 济 危 机 -到 了 1980 年 

代 ， 这 种 堵 法 在 我 国 大 陆 也 至 新 流行 了 起 来 . 在 一 些 论 荐 

中 , 铺 代 前 中 期 ( 特 员 是 18 世纪 ) 人 口 快速 增长 造成 的 人 口 

过 剩 ， 被 说 成 是 三 帮 中 国 未 能 如 西方 那样 发 生 重 大 经 济 变 

革 并 由 此 而 进 人 近代 工业 社会 的 罪魁 福 首 [11 。 更 霓 的 学 者 

11] 更 求 可 【NMichel Certiey 总 竺 说 :甘于 清 伐 中 国人 口 增长 过 速 以 县 出 现 人 人口 区 

机 的 观点 , 首先 是 何 炳 樟 提 出 , 尔后 为 相 多 斯 【Dewight Perkins) .人 六 可 【Mark 

Elvin) 等 加 以 证 实 . 并 为 几乎 所 有 中 国 { 夫 陆 与 音 清 } 学 者 所 接受 (条 赔 千里 与 

大 同 对 页 氏 《 北 中 国 与 南 中 国 : 人 口 增长 的 惧 论 ?一 谤 的 介绍 . 见 二 里 与 大同 : 

《塞纳 河 醉 两 虫 大 一 -一 法 国 当 代 著 名 中 国 社 会 多 济 虫 学 大 锣 水 吉 与 驱 斑 信 和 贡 

其 研究 成 果 简 介 》)。 厚 实 上 ， 直 到 1990 年 代 ， 这 种 观点 在 次 外 依 榴 还 很 流 

行 . 例如 蕊 宗 智 {Fhilip 日 uang)y 的 基本 灿 点 一 一 他 让 人 提出 的 “过 壳 列 增长 

一 了 人 乎 昌 下 he mr 日 

站 当 瑟 > 全 可 滞 遂 寻 焉 林 吉 ”六 本 请 瑟 - 末 证 型 认 一 H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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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 未 必 同 意 这 种 “人 吕 拓 多 为 万 恶 之 源 ” 的 结论 , 但 是 似 

乎 也 都 自觉 或 不 自觉 地 相信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口 确 实 增长 

过 快 , 并 造成 了 沉重 前 人 口 压 力 。 关于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口 

增长 过 快 的 看 法 ,又 基于 以 下 共识 :1 中国 传统 的 婚姻 .家 

庭 制度 和 习俗 鼓山 增加 人 口 : (2) 除了 天 火 人 祸 之 外 ,近代 

以 前 的 中 国 并 没有 了 能够 有 效 控 制 人 口 增长 的 手 氏 :(3) 中 国 

人 人民 《至 少 是 其 主体 一 一 农民 ) -向 过 着 -种 极端 贫困 的 生 

酒 -. 国 此 .如 果 设 有 天 灾 人 神 ,如果 还 能 铀 口 ,人口 就 必然 会 

“上 自然而然 地 ”增长 。 既 然 清 代 前 中 期 (特别 是 [8 世纪) 中 

国 的 经 济 状 况 还 能 够 使 人 民 维 社 起 码 的 生活 ， 因 此 人 口 必 

然 进 速 增长 ;而 且 , 越 是 在 富裕 的 地 区 ,人 瑞 增 加 越 快 11。 总 

之 ,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中 国人 口 增 长 过 锯 , 似乎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无 

箭 再 讨论 的 定论 。 

然而 , 仔 名 推 蔽 上 述 看 法 ,有 不 少 地 方 颇 成 问题 . 首先 ， 

与 疝 时 代 的 西北 欧 国 家 或 者 请 代 以 前 的 中 国 相 比 ， 清 代 前 

中 期 中 国人 口 数 量 的 增长 束 庆 到 底 是 否 过 快 ? 近年 来 一 些 

fnvolutional 本 owih 说 一 一 的 半天 ,人 芒 然 古 上 口 过 币 ,以 至 使 握 经 济 “只 有 

增长 而 无 发展" 和 匈 着 氏 Te Poeayert 上 aty Br 用 rr 下 epepopmard tn 二 

加 昭王 Pete， 下 太一 1963 ， 隋 中 译本 故 长 江 三 角 训 小 农 守 放 与 安村 发 

展 ?3。 在 1980 年 代 韦 期 的 中 国 大陆 . 布 少 上 人 接 有 了 清 伐 人口 妃 炸 , 人口 

过 剩 的 观点 ， 但 大事 人 由 笠 求 作 认 真 轩 考 和 专门 研究 。 此 种 情况 可 见于 

19809 年 找补 期 的 一 些 班 行 立 童 【如 陈 平 : 《社会 最 济 绩 攀 的 规 从 和 社会 

汗 化 的 模式 ?等 )。 

[Il1 在 这 卢 面 , 素 鱼 玉 的 看 共 业 具 典型 性 。 他 讯 为 :+ 过 去 中 国 的 人 口 查 化 * 守 全 块 

定 于 步 生 与 死亡 两 神力 量 的 对 出 "- 由 于 社会 生产 的 凑 展 和 医药 的 进步 .死亡 

车 下 降 ,因而 "从 长 期 来 困 人口 ) 增 长 率 会 自 热 提 高 " .在 稍 代 初期 ,江南 苏 、 

松 . 常 她 区 人 口 出 生 府 提高 ,死亡 宁 下 降 , 而 且 " 是 个 鱼米之乡 , 生活 条 件 忧 

直 . 拓 口 自 然 跟着 拓 增 "1 泰 侧 贡 : 明 策 社 会 经 独 中 论 稿 j 244 一 245 页 ] 。- 黄 宗 

智也 认为 近代 以 前 中 国 蔡 再 结婚 前 旦 早 媚 ,人 日 变化 主要 取 污 于 死亡 率 的 恋 

化 【Philip Huang: The Peasant aiiyr an 机 bral 站 eeropmrent it he TangEt 上 elea， 

13540 一 了 988 .328 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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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 者 已 提 击 否定 的 看 法 [0。 其 次 , 清 代 的 人 口 增 长 是 否 已 经 

导致 严重 人 口 压 力 的 出 现 ? 这 种 压力 是 理 已 经 阻碍 了 人 经济 

的 发 展 ? 我 们 赏 得 述 不 能 下 这 样 的 结论 村。 再 次 ,从 近代 中 

国 的 情况 来 看 ,经济 落后 的 地 区 (如 华北 ) ,人口 增长 反而 比 

经 阐发 达 的 地 区 (四 华东 与 华南 ) 重 快 (1。 这 和 上 述 "地方 越 

窗 裕 人 口 增加 越 迅速 ”之 说 怡 好 相反 。 最 后 , 如 果 近 代 以 前 

的 中 国 确 已 出 现 严 重 的 “和 大口 压力 ”,， 那 么 它 是 理 就 是 发 生 

在 请 代 ? 依照 一 些 学 者 的 看 法 ， 人 大口 本 要 全 国 间 数 之 

的 南 直 来 【江苏 、 安 徽 ) 、 浙 江 和 江西 三 省 ， 在 有 明 一 

代 ， 就 已 经 人 吕 过 多 ， 存 在 着 “稠密 人 口 所 造成 的 巨大 压 

力 "[41。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认为 从 宋代 起 中 国 的 人 地 比例 关系 就 

因 人 号 压力 而 严重 到 化 151。 还 有 学 者 更 推测 甚 圣 草 在 秦汉 

时 的 关中 ,这 种 人 口 压力 就 巴 出 现 161。 如 果 在 清 代 以 前 很 入 

[1 同 如 草创 雄 已 批 双 了 各 代 人 口 增 长 率 大 大 高 于 局 往 的 说 法 ( 昔 侧 雄 : 中 国人 

本 各 展 虫 ? ,党 10 音 第 # 节 ) ,于 国旗 .威廉 控 直 里 . 淀 中 请 等 上 的 研 完 则 证 

实 1700--1850 年 间 出 国 的 上 大口 盐 长 率 与 西北 丈 及 英国 相 盖 不 太 (Bin 如 emg 

记 可 iljiam Lavely : POpzdatzon an 由 ernureed 站 蓝 oderm 站 kira 丰 pmmradbe 汪 m- 

Propi 上 Jamee Lee: 了 he 下 riorieey 下 andgTr 本 由 7 二 ate Der 人 用 机 sreitf 有 eseome 丰 

避 24HE 是 于 PEEeaiant 

[321 和 择 汗 ，- 直 到 地 世纪 前 半期 ,中 国 最 襄 熔 和 车 荣 的 地 区 , 亿 然 主要 是 大口 稠 

密 的 东南 沿 毒 地 区 ; 中 国 经 六 进 步 的 应 要 成就 【例如 “资本 主 吕 彰 划 ". 商业 

亿 . 友 村 工业 从 ,等 等 ) ,大 各 分 也 所 中 在 这 个 地 区 。 因 此 ,与 该 地 区 的 过 去 歌 ， 

者 与 向 时 期 的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相 比 ,请 代 前 中 期 东南 沿 竹 地 区 的 人 口 杠 难 说 最 

增长 过 快 我 者 已 既成 汽 锅 济 兰 悦 的 这 重负 扯 。 此 外 , 栅 永 吉 也 已 指出 : 19 世 

纪 中 国 上 口 增长 的 侠 泊 ， 并 韦 紫 在 明和 口 压力 已 进 到 各 济 无 污 支 撑 的 地 步 

[和 王 里 与 夫 同 在 4 圭 铺 条 畔 两 史家 3# 中 对 机 碟 《 北 中 国 与 南 中 国 : 人 日 增 长 的 悖 

论 # 一 充 的 介绍 ) 。 

13] 每 四 二 里 与 广 同 区 塞 峭 河畔 两 史家》。 

{4] 具 柚 香 :8 兴 明 代 江 南 地 区 的 人 蝇 密 度 真 黄 对 最 重 航 展 的 影响 ?。 

[3 大 阅 前 引 千 户 与 太 同 :塞纳 河畔 两 史 守 5$ 中 所 引 Michel Carner 作 的 有 关 评 

这 。- 

1 Phihip Huaang : Te Pear Fiy Er 下 raf Detepmrheat 和 乓 e EREEE Tea 。 

1 -一 了 958 .326- 32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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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一 全 严 

汕 书 亲 于 到 闫 汀 壬 对 击溃 ， 坑 三 痢 天 -小 廊 但 堪 = 一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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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就 已 因 人 人口 过 老 而 出 现 了 人 口 压力 ， 那 么 清 代 前 中 期 

的 “人 口 爆 炸 " 或 “人 口 奇 迹 " 又 怎么 能 够 发 生 ? 这 些 相 异 万 

至 相反 的 意见 表明 :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中 国人 口 增长 过 快 以 致 

引起 严重 人 口 压力 之 说 , 尚 远 非 定论 。 

型 清 清 代 前 中 期 人 口 是 否 增长 过 快 ， 关 键 是 如 和 何 认识 近 

代 以 前 中 国 的 人 品行 为。 这 村 求 我 们 在 进行 研究 时 需 破 除 成 

多 ,实事求是 地 去 对 待 过 去 。 然 而 ,中 国 是 一 个 广 土 你 局 的 大 

国 , 竹 地 社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商 下 不 一 ,文化 习俗 也 千 盖 万 别 。 

设 想 近代 以 前 的 中 国 各 地 在 人 品行 为 上 会 相互 一 致 ， 无 层 是 

不 二 实 际 的 。 事 实 上 ,在 久 往 的 研究 中 ,已 有 学 者 注意 到 湾 代 

前 中 期 中 国 不 同 地 区 的 人 口 增长 速度 有 差异 。 这 里 我 们 特别 

关心 的 是 :人 口 增长 较 晶 地 区 的 人 民 ,究竟 通过 什么 手段 来 控 

制 人 口 增长 ? 他 们 控制 大 口 增长 到 底 是 出 于 什么 动机 ? 经 济 

因素 对 于 这 些 地 区 的 人 口 行 为 起 了 什么 样 的 作用 ”这些 地 区 

的 大口 行 为 与 经 济 状 总 之 间 具 有 和 何 种 关系 ? 这 些 问题 ， 都 尚 

乱 我 们 这 人 探讨 。 

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是 中 国 经 济 上 最 富裕 、 同 时 也 是 

大 口 最 稠密 的 地 区 。 按照 开始 提 到 的 那 种 流行 看 法 ,如 果 

说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口 增 长 过 快 、 出 现 严重 人 口 压 力 的 

话 , 那么 应 以 江南 最 为 可 能 。 国 此 之 故 , 本 文选 择 此 地 区 

作为 探讨 的 对 象 。 下 面 将 要 探讨 的 具体 内 容 是 : (1) 请 代 

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的 增长 情况 ;2)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

控制 手段 (3)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控制 的 主要 动机 。 此 

外 ， 由 于 判断 人 口 增长 快慢 的 标准 涉及 到 两 个 重要 的 理 

论 疝 题 一 一 如 和 何 看 竺 "最低 生存 水 准 "“ 和 如 何 定义 “人口 压 

力 ”， 国 此 本 文 的 最 后 一 部 分 将 对 这 两 个 问题 进行 简略 的 

讨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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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增长 

要 了 解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数量 的 变化 情况 ， 首 先 必须 

获得 清 檀 和 清 中 叶 江 南 的 人 口 数 字 。 其 次 ， 为 了 莽 断 清 代 前 

中 期 江南 人 口 是 知 增长 过 快 ， 还 须 与 清 代 以 前 的 人 口 变化 情 

涡 作 比较 ， 因 而 必须 获得 清 代 以 前 江南 的 人 口 狐 字 。 检 文中 

要 作 的 出 较 是 与 明代 江南 的 比较 ， 所 以 需要 得 到 明 初 与 明 末 

的 人 口 数 宇 。 再 次 ， 因 为 我 们 还 要 将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

变化 情况 与 同时 期 全 国 的 情 六 作 比 较 ， 所 以 也 需要 获得 相应 

时 期 的 全 国人 口 数字 。 以 上 这 些 数字 都 齐备 后 ， 我 们 才能 计 

算 江 南 和 全 国 在 各 有 关 时 期 的 人 口 年 增长 窜 并 且 进 行 比 较 ， 

从 而 看 到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的 太 致 增长 情况 及 其 特点 。 

在 以 土 所 需要 的 各 个 人 口 获 字 中 ， 全 国 数字 可 以 从 其 他 

学 者 的 研究 成 果 中 获得 : 明 初 江南 和 清 中 时 江南 的 狐 宇 ,也 不 

难 求 诸 官方 的 人 口 统计 数字 (如 下 所 言 ,这 两 个 时 期 的 官方 数 

字 比 较 而 刘 是 相当 可 车 的 )。 国难 的 是 明 末 江南 和 请 初 江 南 

的 人 口 数字 。 由 于 这 两 个 时 期 的 官方 数字 完全 脱离 实际 ， 不 

可 能 据 之 得 到 接近 真实 的 数字 ,因此 本 市 的 重点 ,就 是 设法 对 

这 两 个 时 期 江南 的 人 口 数 量 作 出 一 个 比 轼 近 于 实际 的 情 计 。 

下 面 , 我 们 先 讨论 明 初 和 清 中 叶 的 江南 人 口 数量 ,然后 以 此 为 

根据 对 其 他 时 期 的 人 口 数 量 进行 推 戎 。 

《一 ) 明 禄 和 清 中 时 江 南 的 人 口 效 量 

~ 般 而 言 , 明 洪武 二 十 六 年 41393 年 ) 和 清道 光 二 村 年 

半 村 口 > 于 到 门 贰 吾 性 市 潮 、 恒 本 斋 和 -本 诲 霸 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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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的 8 一 057T 月 冰 晤 到 瑟 明 开 沿 岗 

(1850 年 ) 的 全 国 各 地 人 口 统计 数字 (特别 是 前 一 数字 ) , 相 

对 米 说 最 为 可 靠 ,比较 接近 真实 情况 111。 根 据 # 万 历 会 典 # 着 

十 九 中 的 各 府 数字 ,我 们 可 以 得 知 苏 . 松 . 常 .镇 .应 天 (江村 ) 

五 府 1393 年 的 人 口 ， 台 计 约 606 万。 明代 文献 中 未 见 有 杭 、 

嘉 . 湖 三 让 1393 年 的 人 口 数 字 。 但 康 思 4 浙江 通 志 着 十 五 杂 

载 这 三 府 “ 明 初 ” 的 数字 (人 台 计 约 264 万 )， 比 洪武 二 二 四 年 

(1391 年 ) 数 字 略 高 ,我 们 认为 应 妆 就 是 1393 年 数 宇 。 因 此 开 

声 八 府 侣 站,1393 年 人 口 大 约 870 万 。 清 中 时 的 人 口 ,我 们 可 

以 使 用 王 业 键 对 1850 年 苏 . 松 、 常 .镇 . 宁 五 府 人 口 数量 研究 

所 使 用 的 方法 来 求 得 [2 , 即 以 1850 年 户 部 清册 中 江 . 浙 两 省 

的 人 口 总 数 为 基础 , 根据 嘉庆 二 二 五 年 (1820 年 ) 江 .、 浙 两 省 

大 口 分 布 , 求 出 18S0 年 江南 各 府 的 人 口 数字 , 然后 再 相 加 得 

出 总 数 。 按 吹 上 上 方法 求 得 的 结果 是 : 1850 年 江南 的 人 口 总 数 

天 约 为 3635 万 [31。 因 此 大 概 而 言 , 1400 年 和 185S0 年 的 江南 

大 口 ,分 别 在 900 万 和 3600 万 左右 。 

(二 ) 明 末 江 南 的 人 口 数 量 

何 炳 楼 指出 ， 上 明代 中 国人 口 变 化 有 两 个 大 特点 ; 第 一 ， 

[1] 天 阅 何 旺 标 :中 国人 口 研 充 :1369--19533 ,3 一 4 页 , 柏 多 斯 1(Dwight Dwighm 

Perkimay :gricuiural Detelopmermi im na，13658 0659, 202--209 再 。1850 年 人 

HU 数字 的 可 等 性 可 能 会 侨 一 些 { 例 如 施 坚 雅 已 指出 1850 年 许 才 地 区 的 人 口 整 

字 可 能 部 俩 商 -. 风 刺 illiam Skinmey : 号 r 丙 amG oppgrrrom 吕 师 = ialeertri 世 EFEUTY : 

Eeeserss 万 om Drgegregeteil Dataj， 伍 基 这 骨 炉 是 中 国 历 史上 最 党 可 竺 的 人 口 闸 

字 之 一 。 

[2 见 YehAehicn 侣 un: 了 Te Topat 史 请 了 ip 有 并 eei 证 om am 站 Padetiot TI Sthern 

有 

[31 这 里 我 们 使 用 的 1820 年 江 -. 浙 类 省 人 符 府 人 口 歼 字 ,是 经 过 梁 方 钊 核 正 的 数 

字 , 朴 所 得 出 的 1850 年 其 . 松 , 常 .镇 . 宁 5 府 人 口 烙 ,与 王 业 键 的 数字 略 丰 不 

回 。 稳 闭 滩 方 伸 : 中 国 历代 上 人口 .田地 .日 瞩 生 计 }，273 一 27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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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洪武 元 年 〔1368 年 ) 至 万 声 二 十 从 年 【1600 年 ) 前 后， 人 

吕 始 终 是 或 多 或 少 直 线 上 升 的 山 ; 第 二 ， 东 南部 人 口 稠 密 地 

区 的 增长 在 全 国人 口 增长 中 起 了 决定 性 的 作用 。 这 两 大 特点 

是 我 们 对 明代 江南 人 大口 进行 探讨 的 基础 。 

就 全 国 而 言 ， 随 着 严重 自然 灾害 和 社会 经 济 爷 机 的 出 现 

和 加 剧 ， 明 宁 以 来 人 口 的 直线 十 升 到 1600 年 前 后 基本 结束 ， 

所 凡人 和 何 炳 棣 、 柏 金 斯 都 把 1600 年 作为 明代 中 国人 口 的 顶峰 时 

期 。 相 就 江南 而 言 ,由 于 社会 经 济 危 机 出 现 较 迟 ,严重 自然 灾 

害 更 一 直到 1630 年 代 末 期 才 发 生 , 这 种 直线 上 升 似 乎 一 直 继 

续 到 尝 祯 初 年 (1630 年 前 后 ) 才 告 终止 。 因 此 在 本 文中 ,我们 

把 1630 年 前 后 作为 明代 江南 人 号 最 密 的 时 期 。 

明代 中 国人 口 高 度 集 中 主 东 南部 的 江苏 、 浙 江 、 江 西 、 福 

建 四 省 【 接 清 代 的 行政 区 划 )。 在 139 年 的 全 国人 口中 ,这 四 

党 的 人 口 点 了 51% 汪 。 明 代 芯 省 移民 已 有 相当 规模 , 但 远 进 

于 清 代 ， 尚 不 是 以 对 全 国人 号 苍 布 的 改变 造成 重大 影响 。 从 

谢 复 测 的 & 五 杂 组 # 所 描 答 的 全 国 各 地 情况 来 看 ,直至 17 世纪 

初期 , 人 口 稠密 的 地 区 仍然 只 限于 长 江 下 游 . 浙 西 、 皖南 的 微 

州 和 福建 省 。 整 个 西南 . 广东、 前 南 和 湖北 的 相当 一 部 分 、 淮 

河流 域 和 部 分 北方 地 区 都 还 有 太 量 未 开发 的 可 赫 地 -3。 换 言 

之 ,在 整个 明代 ,全 国人 口 分 布 并 未 发 生 重 大 变 北 。 因 此 明代 的 

全 国人 口 增长 率 的 形成 ， 主 要 取决 于 东南 部 人 口 集 中 的 四 省 

的 人 吕 增 长 率 。 

在 上 述 权 省 以 外 的 地 区 ,华北 五 省 (1393 年 人 口 占 全 国 总 

[1] 人 柯 炳 棱 区 中 国人 日 研 究 :1368 一 19533 .23 珊 。 

[2] 和 何 炳 标 : (中 国 具 口 研究 :1368 一 19533 .10 站 。 江 荔 天 口 系 南 直 球 人 人口 虑 安徽 

上 日 而 得 ,大 阅 其 金成 :明代 社会 经 济 虫 研究 一 罚 士 屋 妨 形成 上 中 礼 会 经 

滨 的 役 着 3 ,113 页 。 

[3] 人 柯 炳 要 站 中 国人 口 研 究 :1368 一 19353 相 .2561.25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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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S8L 一 Iz1 当 这 得 到 首 训 油 划 上 

数 的 关 驶 )， 人 口 增长 率 约 为 3.49e， 可 能 低 于 南方 地 区 的 增 

长 率 01。 而 在 南方 各 省 中 ,江苏 .浙江 江西 .福建 四 省 的 人 口 

增长 宁可 能 又 低 于 滑 南 .湖北 .广东 .广西 .云南 .贵州 以 及 四 

川 等 省 〈 除 贵州 外 ， 以 上 地 区 13%3 年 人 口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

20 和 )。 这 不 仅 是 因为 江苏 等 四 省 为 人 口 净 输出 地 区 而 湖南 等 

六 省 (四 川 情 癌 不详) 为 人 5 淖 输 人 地区, 而 且 因为 调 南 等 中 

西部 省 份 正 处 于 农业 开 发 之 中 ,耕地 增加 迅速 呈 , 对 劳动 力 的 

需求 很 大 ,人 口 自然 增长 速 诬 世 应 更 快 。 所 以 这 些 省 份 的 人 口 

增长 率 肯 定 比 江 荔 等 东部 四 省 更 高 。 华 北 五 省 与 调 南 等 七 省 

合计 , 喜 低 相互 抵 销 后 的 增长 率 很 可 能 也 近 于 全 国平 均 数 .。 因 

此 ,全国 平均 数 应 当 比 较 接 近江 苏 等 东南 部 四 省 的 增长 率 。 

在 率 南 部 四 省 中 ， 江 南 又 占有 特别 的 地 位 。1393 年 江 

南口 占 这 四 省 人 口 总 数 的 27 喇 【或 江苏 、 浙 江 两 省 人 口 

总 数 的 4 特 鲍 ， 全 同 总 数 的 14%) 。 国 此 大 体 而 言 ， 江 南 人 

口 增 长 率 庶 当世 很 接近 于 全 国 的 增长 率 。 用 柏 金 斯 的 人 口 数 

字 计 算 131，1393 一 1600 年 间 全 国 的 年 人 口 增长 率 大 约 为 

3.85o。 1400 年 江南 人 接 近 900 万 ， 如 果 采 用 3.89%o 的 年 

增长 率 来 计算 的 话 ，1630 年 人 口 大 约 为 2000 万 。 担 是 若 以 

1393 年 与 1850 年 两 个 数字 (870 万 和 3640 万 ) 为 基础 来 计 

算 ， 那 么 所 得 到 的 年 增长 率 为 3.1%e; 而 由 这 个 增长 率 求 出 

的 1630 年 人 口 约 为 1870 万 。 这 个 数字 与 用 前 面 方法 得 出 的 

数字 相差 约 130 万 。 比 较 上 述 两 种 方法 ， 前 一 种 方法 无 更 

[1] 傈 师 棣 :中 国 点 口 研 冯 :1368 一 1953》 ， 培 .261 ,262 素 。 

121 例 旭 据 盲 方 和 统计 郝 字 ,在 1400 一 1600 年 间 ,湖南 耕地 增加 了 153 禹 ,湖北 境 抽 

了 310.2z 驶 ,此 处 四川 志 增 地 了 279.5 巧 。 而 江苏 则 忆 增 加 28.5 生 , 断 江 增加 

1.3 综 ,证 西 增加 届 .和 呈 。 到 1600 年 , 半 南 ,湖北 .四 川 的 克 地 总 数 侣 计 已 起 过 

江苏 和 斯 江 的 耕地 总 数 侣 计 。 见 号 金 雇 :明代 社会 隆 入 虫 群 齐 一 一 力士 属 力 

形成 上 中 社会 既 党 的 役 荐 ,113 页 ， 

[3] Drwight Perkimsgy griruiural 有 ecoeiobppient ia Chinz， 58 719068216 页 查 点 ,7 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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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道理 ， 故 所 求 得 的 结果 《〈 即 2000 万 ) ， 应 当 更 合理 一 

些 。 此 外 ， 明 代 后 期 江浙 大 士 一 再 谈 到 当时 江南 “人 笛 地 

竹 ”[10。 由 些 来 看 ， 采 用 前 一 数字 应 当 畦 为 符合 事实 。 

(三 )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增 长 

铺 代 前 中 期 公国 人口 的 迅速 增长 ,很 天 程 麻 上 是 由 于 17 

世纪 前 半期 下 太 人口 损失 所 造成 的 人 口 基数 过 会 !。 这 … 损 

失 用 了 很 长 时 间 才 恢复 过 来 ,因此 何 炳 标 认 为 1700 年 的 全 国 

人 日 是 否 已 焦 复 到 1600 年 的 水 平 尚 难以 确定 lt。 江南 在 

1630 一 1664 年 间 也 有 颇 大 的 大口 损失 ; 而 江南 的 社会 经 济 状 

况 ， 双 里 也 要 到 1680 年 代 才 大 致 恢复 正常 【全 面 的 恢复 可 能 

还 和 曹 更 迟 一 些 )f41。 伍 是 ,由 于 江南 人 口 损 失 和 经 济 破 坏 的 程 

[tl 上 疯 如 万 历时 人 人 诸 昔 升 说 :江南 寸 十 无 闲 ,…… 民 间 昔 藉 韭 于 盆 孝 之 中 , 植 征 

木 于 空 之 出. 在 部 法 麻 , 在 水 蓝 铺 .而 利 数 共 争 . 谁 能 余 了 及 地 ?”“ 同 时代 上 大 徐 贞 

明 也 说 :; “东南 之 壕 , 生 和 内 日 繁 , 地 苦 干 有 性 捧 忆 ,而 民 茎 和 三 宏 其 土 。”" 徐 此 启 则 

说 :… 南 人杰 你 , 鞋 间 无 田 " , 芍 应 * 均 新 直 之 遇 于 妃 淮 齐 疆 "一 徐 肖 江南 人 ，, 诸 

蔓 升 则 为 上 上 亏 江 南 的 新 江 寿 昌 上 大 。 以 上 上 引 玄 见 让 政 全 书 > 枪 上 所 载 诸 划 升 

才 芭 田 十 说 ?. 卷 九 徐 花 启 多 革 田 朴 ?. 剑 十 二 徐帆 央 《 西 习 水 利 说 ?) 此 旨 说 法 ， 

还 般 兄 于 江南 地 方志- 此 让, 美 于 明代 后 期 江南 城市 上 后 人 考 的 记载 , 蝗 密 见 

于 痊 种 充 献 ， 

[2] 按照 梢 生 斯 的 全 国人 口 数字 计算 ,1600 一 1650 年 间 全 国 的 人 人口 年 增长 率 的 

为 -4.95o- 

131 柯 炳 粳 必 中 国人 大口 研 认 :1368 一 1953》 ,264 页 。 

[4] 证 南 的 抗 请 战斗 ,到 1664 年 以 自称 为 明太 于 的 朱 光 办 被 搞 而 大 致 告 邵 .代办 

星 的 武装 斗争 ,一 家 延续 到 16m0 年 代 中 期 ( 见 谢 国 相 ;《 清 初 实 二 起 沁 资 料 辑 

承 》 ,127 一 140.146 页 }。 天 宽 握 造 克 的 土地 执 闹 ,在 1660 年 代 世 和 还 大 量 让 

在 。 便 如 直到 康 息 官 年 , 仅 宦 天- 县 的 蒂 田 还 达 10 万 言 ! 情 方 旗 4 苇 田 玛 入 饥 

导 芽 芒 说 " , 收 了 于 (了 朝 经 世 产 编 } 耸 二 二 四 )。 宜 其 并 非 受 秦 坏 最 严 重 的 地 方 ， 

涝 上 且 如 此 , 其 他 地 市 情况 可 想 而 各。 至 于 超 参 工商 地 ,不 训 在 1631 一 1664 年 

辣 蛋 到 严重 枝 坏 , 而且 在 160 年 伐 以 前 还 受到 许 霓 严 房 得 健 的 压制 (例如 迁 

答对 )，, 所 以 民生 更 为 缉 民 { 例 如 丝 织 业 , 谢 必 四 认 汶 到 1883 年 半 宝 台湾 后 才 

展 复 。 见 谢 国 禁 :5 明 林 清 检 的 学 网 ?.66 页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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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远 比 全 国 大 多 数 地 区 小 .恢复 的 速度 应 当 会 快 一 些 ,因此 这 

里 我 们 有 理由 认为 江南 大 口 在 1680 年 已 恢复 到 以 前 的 最 高 

水 平一 一 1630 年 的 2000 万 LI11。 这 样 的 话 ,1680 一 1850 年 间 江 

南 的 人 口 年 增长 率 就 大 约 为 3&%e， 比 其 1393 一 1630 年 间 的 年 

增长 率 天 约 低 17S。 

按照 柏 金 斯 的 全 国人 口 数字 计算 [21, 1650 一 1850 年 问 全 

国 的 人 日 年 增长 率 大 约 为 6%e, 增 加 速度 确实 比 了 明代 (3.85o 

快 得 案 。 得 是 除 此 之 外 , 清 代 大口 变化 与 明代 还 有 -- 个 重大 

差异 , 即 清 代 全 国 大 口 的 增长 ， 更 多 地 取决 于 明代 人 口 高 庶 

集中 的 东部 四 省 { 江 苏 . 浙 江 、 江 西 、 福 建 ) 久 外 的 地 区 。 从 一 

些 官方 人 口 数字 来 看 ,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 东部 人 口 笛 密 地 区 的 

大 口 增长 率 , 明 显 低 于 全 国 增长 率 。 例 如 ,就 人 口 数字 相对 较 

为 可 苦 的 18 世纪 中 期 以 后 而 言 ，1761 一 1850 年 间 全 国人 口 

载 加 了 117 锡 , 但 江 荔 和 新 江 却 只 分 别 增 加 本 381 作 和 和 好 名。 

作为 这 一 变化 的 结果 之 一 ， 东 部 四 省 在 全 国人 口中 的 比重 

有 所 下 降 。 例 如 江 、 浙 两 省 大 口 在 全 国人 口中 所 喇 的 比 

重 ， 在 1361 年 以 后 的 9 年 内 就 下 降 了 2.2 个 百分点 ， 即 从 

1761 年 的 19.5 名 降 到 1850 年 的 17.3 多 [33。 与 此 成 为 鲜明 对 

照 的 是, 在 1400 年 前 后 ,这 两 省 在 全 国人 口中 揭 比 重 部 达 

298 .8 允 141 

和 一 

是 -了 

{f 058 一 95E1) 夫 浸 随 副 章 训 示 落 吊 一 ”了 一 

[1 据 当 时 一 些 人 的 印 乔 ,到 1690 年 代 , 队 四 川 外 ,各 省 的 人 口 属 已 超过 17 殿 

旬 中 期 的 数量 ! 何 炳 权 坟 中 国人 口 研 究 :1363 一 1953》 ,354 页 ) -但 就 大 地 效 

好 方 来 说 ,13 其 让 中 期 的 大 口 肯 定 少 于 17 世纪 初期 的 人 口 。 江 南 的 情 襄 

可 能 会 好些 . 因此 我 付 静 设 江 南大 口 在 1680 年 伐 已 恢复 到 17 世纪 初期 的 

水 平 。 

[2] 。Dwighl Perkina : 4gricadtural Deuelopmerae ie Cn 了 17958 215 页 琳 和 .7- 

13】 有 关 数 字 末 自 全 汽 和 开 与 王 业 妇 区 消 代 的 人 口 变 动 ? 奉 老 ， 

[4] 大 阅 呈 多 成 屎 明代 社会 竹 帝 史 研究 一 罚 士 层 力 形成 上 只 社 会 相 实 的 松 

着 #,113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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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清 代 前 中 期 ， 人 口 筒 密 的 江 、 浙 两 省 的 人 口 增 长 速 谨 

低 于 全 国平 均 增 长 速度 ; 而 在 这 上 商 省 中 人 口 密度 最 高 的 江 

南 ,人 口 增长 速度 又 低 于 两 省 的 平均 增长 速度 。 例 如 ,1789 一 

1838 年 间 全 国人 号 增加 了 39 名 ,但 江 苏 促 增加 了 32 驶 .浙江 

也 只 增加 了 31 名; 两 省 的 增长 幅 庶 都 只 在 全 国 增长 幅度 的 

8 人 况 在 右 ! 这 个 比例 与 1761 一 18S0 年 间 的 相应 比例 相同 ), 在 

此 期 间 〈1789 一 1838 年 )， 和 位 于 江南 中 心地 带 的 凯 兴 府 的 人 

口 , 更 只 增加 了 21 生 , 其 增长 幅 庆 级 为 同期 江苏 与 浙江 增长 

幅度 的 27“3, 或 全 国 增长 幅度 的 172f11。 由 此 来 看 ,1680 一 

1850 年 间 江 南 的 人 口 增 长 率 〈3%oc) 约 为 1700 一 1850 年 间 全 

国 增 长 挛 {6%o) 的 一 半 ,应 当 是 可 能 的 。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增长 速度 不 仅 由 于 明代 后 期 江南 ， 

而 且 也 低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 其 化 地区。 这 在 刘 浴 游 对 于 明 涤 

长 江 中 下 游 若干 家 族人 喇 变 化 的 研究 中 已 得 到 证 实 。 她 所 研 

究 的 江南 及 其 此 邻 地 区 的 1 个 家 族 [33，1700 年 以 前 的 人 口 

增长 率 并 不 比 1700 一 1800 年 间 的 人 口 增长 率 低 ; 相反 ,从 刘 

氏 所 终 的 上 述 家 族人 口 增长 昌 线 来 看 , 只 有 武进 周 氏 1600 一 

1700 年 间 的 人 口 增 长 率 低 于 1700 一 1800 年 间 的 增长 率 , 其 余 

的 如 萧山 姑 氏 及 率 氏 、 莫 渤 钱 氏 、 青 混 严 色 等 ，1600 一 1700 

年 间 的 人 口 增长 率 都 略 高 于 1700 一 1800 年 间 的 增长 率 。 这 些 

[1] 靖 代 的 宵 方 人 日 束 字 , 在 1736 年 以 司 相对 可 莉 【 夭 共 和 何 炳 标 : 《4 中国 人口 册 

宕 :1368 一 1953》 ,第 4 章 ). 惜 以 求 得 上 面 的 百分比 估量 数 字 ,网 全 各 升 与 王 业 

鲜 : 清 伐 的 上 人口 变动 y 变 4 和 附录 (全国 和 江 荔 .浙江 ) ,以 及 梁 方 名 :中 国 历 

代 和 口 .田地 .四 孔 屿 计 ?.4s0 一 451 页 囊 2 喜光 )。 

121 见 刘 损 湾 :《 明 清册 期 长 江 下 游 若 干 家 族 的 人 口 动 态 #, 往 所 讨论 的 宁 族 壮 

15 个 。 除 了 素 文 中 提 玉 的 11 个 外 , 尚 有 归 宏 ( 南 词 ? 周 氏 .全 先秦 氏 .好 县 厉 

民 .桐城 王 氏 与 越 氏 。 幅 城 在 长 江 以 北 , 情 况 与 长 江 和 以 南 在 许 吉 方面 有 较 太 郑 

佛 . 故 在 此 覆 而 下 论 . 风 外 ,在 该 立 中 , 才 归 安 周 氏 .会 补 秦 氏 和 部 县 后 氏 1800 

年 以 前 的 人 口 增长 率 数字 ， 固 此 我 们 低 有 用 刘 以 入 对 其 余 11 个 家 艾 有 尖 情 

识 的 分 析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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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族 以 及 未 有 1700 年 雇 前 数字 的 武进 邹 氏 、 人 余姚 史 氏 、 妆 出 

徐 氏 . 沈 氏 和 曹 氏 等 家 族 ，1700 一 1850 年 间 的 人 口 增长 率 都 

插 现 竹 渐 下 降 的 趋势 . 换言之 ,从 这 些 家 族 的 情况 可 见 , 清 代 

前 中 期 江南 及 其 册 邻 地 区 的 大 口 增长 率 ， 自 明代 后 期 灸 来 逐 

肖 在 下 降 . 刘 界 游 对 于 明 清 长 江 中 下 游 5 省 15 个 家 族 的 人 口 

变化 的 研究 还 表明 : 在 这 5 尝 中 ,江苏 的 生育 率 最 低 ; 在 江苏 

省 内 ,长 江 以 南 (武进 周 色 ,. 邹 钱 ) 的 生育 率 又 低 于 长 江 以 北 

《江都 朱 氏 )。 江 苏 而 外 ,生育 率 由 低 而 高 的 顺序 是 浙 江 ( 莱 山 

与 余姚 ) .安徽 .湖北 湖南。 这 个 结果 和 刘 氏 其 他 基于 明 清 长 

江 下 孵 地 区 人 口 研 究 折 得 的 铺 论 一 长江 下 六 的 核心 区 【〈 灰 

臻 相当 于 本 书 中 的 江南 ) 的 生育 率 , 赂 低 于 长 江 下 游 的 边 隆 区 

( 苏 北 、. 浙 南 .安徽 等 地 ) 的 生育 率 一 一 相互 响 合 011。 

最 后 ,我 们 还 要 指出 : 上 述 关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

增长 率 , 略 八 于 明代 江南 的 人 口 增长 率 并 大 大 低 于 铺 代 前 中 

期 的 全 国人 所 平均 增长 率 的 结论 , 与 明 清 江南 和 全 国人 口 变 

化 的 音 景 是 一 致 的 。 何 炳 棣 、 全 测 升 和 王 业 键 把 导致 清 代 前 

中 期 《主要 是 语 世 纪 ) 中 国人 口 迅 速 增长 的 主要 原因 归纳 

为 : fl) 长 期 的 和 平 与 较 好 的 统治 : (2) 耕地 面积 的 扩大 和 作 

物 良种 (如 早熟 高 产 称 种 和 美洲 农作物 ) 的 推广 与 引进 ;以 及 

(31 工 商业 的 发 展 {21。 这 里 ,我 们 就 由 此 出 发 来 检查 上 备 所 得 

出 的 结论 是 否 合乎 事实 。 

在 以 上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口 迅 速 增长 的 三 个 原因 中 ， 

(1) 个 原因 在 明代 与 湾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都 存在 ; 相对 而 

,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 这 个 原因 的 重要 性 可 能 不 如 在 同 JqL 次 

[I] 刘 丙 纵 区 明和 清 时 期 长 江 下 训 若 干 家 族 的 上 号 动态 .4 明 铺 上 口 之 增 冯 与 

迁移 一 一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族 休 斑 料 之 身 析 》. 明 清 长 江 下 各 地 区 都 班 化 之 

盈 展 》。 

[21 和 何 炳 标 1989 年 著作 第 38.9 章 ;全 议 开 和 王 业 舞 坟 清 代 的 大 口 变 动 $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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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期 中 国 其 他 许多 地 区 那么 明显 0。 第 (2 个 原 困 在 明代 证 

南 还 起 着 一 定 作 用 上 ,而 在 清 代 则 几乎 完全 未 趣 作 用 ;而 在 

清 代 新 中 期 中 国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， 这 个 原因 所 起 的 作用 极为 

重要 ， 第 {3) 个 原因 在 明代 和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都 很 重要 ， 

而 且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所 超 的 作用 无 疑 比 明代 江南 或 者 清 

代 前 中 期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更 大 。 然 而 , 尽管 如 此 , 清 代 前 中 期 

的 江南 仍然 是 一 个 农业 社会 ， 工 商业 发 展 对 人 口 增长 的 直 

接 促 进 作 用 是 有 限 的 -. 简 言 之 ,上 述 导 致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

所 膛 速 增长 的 主要 原因 在 江南 所 能 起 的 作用 ， 不仅 比 在 同 

时 期 的 全 国 大 多 数 地 区 所 趣 的 作用 要 小 得 和 多， 而 且 也 比 其 

在 明代 江南 所 能 赵 的 作用 要 小 。 因此 ,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

增长 率 自然 应 当 比 较 低 。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的 话 ,我 们 就 必须 找 

出 究竟 有 什么 原因 ,使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证 南 人 口 ,能 够 像 明代 

江南 或 者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 大 密 数 地 区 那样 较 快 地 增加 。 

[1] 六 . 南 自明 辆 建立 以 来 , 除 芷 世纪 中 期 受到 懈 吓 对 朱 外 ,一 和 家 其 和 平时 期 。 至 

十 晨 清 两 代 的 久 治 何者 较为 有 利于 经 济 发 展 . 则 - 直 和 争议 。 主 旭 ,在 我 国 大 

陆 英 于 “站 本 主 匀 朝 车 "问题 研究 的 这 着 中 , 许 记 学 考 导向 于 认为 明 秋 后 期 的 

证 沿 较 优 【其 至 认为 明代 后 期 的 政治 出 败 ,， 也 似乎 并 未 严重 阻 帮 江 南 经 诈 的 

高 演 ?. 因 此 才 有 径 放 的 还 可 发 展 和 次 村 主义 戎 芽 的 出 再。 请 朝 的 统治 5 村 水 

是 在 前 期 ) 则 胃 碍 了 产 来 的 经 独 发 展 势 沁 ， 从 面 制 约 了 资本 记 久 戎 车 的 增 

长 - 而 在 较 近 的 研究 中 ,相反 的 瘟 见 仙 平 又 占 了 上 凤 -。 但 是 .就 中 国 的 大 部 分 

此 区 (特别 基 广 友 开 盎 中 和 待 开 禹 地区) 的 径 和 讲 点 展 涩 说 .请 朝 的 述说 过 艇 比 

明代 好 字 客 。 

[2 根据 这 岛 部 候 的 研究 , 江南 的 让 田 的 "内 省 式 开 发 "+ 即 开 垦 原 有 干 围 内 的 

荒地 和 改造 八 产 耕地 等 )， 太 至 村 到 17 世纪 中 有 期 才 基 本 结束 【《 访 岛 圾 饮 : 

《土地 开 此 与 客 帘 医 动 一 一 明代 中 期 江南 地主 之 投资 济 动 。 但 从 北 甸 英 

和 的 研究 中 可 以 看 到 : 即 帖 到 17 世 妮 中 期 ,这 一 工作 也 还 未 完成 。 见 北上 田 

英 拓 :长 汪 元 明 清 中 国 洒 南 兰 朋 洲 农业 号 进 化 土 肝 村 手工业 民 半 字 站 党 展 

研究 和 ,41 一 42 页)。 因 此 .尽管 万 历 江 南 耕 地 久 计 数字 少 于 广 起 数字. 世 是 

实际 上 在 整个 明代 , 征 南 糙 地 的 孝 重 仿 有 相当 的 增加 而 在 靖 代 即 全 有 增 

加 , 丧 儿 的 迷 量 也 很 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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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控制 

以 上 我 们 分 析 的 结果 ， 是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的 增长 速 

度 , 厅 仅 低 于 同时 代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,而 且 也 低 于 明代 江南 。 但 

是 我 们 还 必须 回答 :这 是 如 何 慌 到 的 ? 换言之 ,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

江南 人 民 究 竟 采 用 何 种 手段 来 控制 人 口 增 长 呢 ? 

马尔 萨 斯 主义 者 认为 :在 近代 大 口 控制 手段 出 现 以 前 ,只 

有 自然 灾害 、 疾 病 和 战争 能 使 阻 正人 口 增 长 。 这 种 观点 的 一 

个 默认 前 提 .就 是 把 近代 了 以 前 的 人 口 行为 ,实际 上 视 为 一 个 人 

们 无法 有 意识 地 加 以 控制 的 自然 生物 繁 驳 过 程 。 这 种 观点 近 

来 已 台 到 一 些 估 口 史学 者 的 挑战 。 例 如 ， 李 中 清 指 出 清 代 中 

国 已 知道 并 且 已 使 用 款 种 人 口 控制 的 方法 。 这些 方法 包括 

“积极 控制 ”fpesitive checks， 主 要 手段 是 于 册 ) 和 “预防 性 捞 

制 ”{preventive checks)， 而 后 者 又 可 分 为 “ 非 婚 探 制 ”{cebecks 

without marriage ， 即 推迟 结婚 、 通 过 增加 独身 和 减少 钠 考 等 颖 

低 结婚 率 . 等 等 ) 和 * 婚 内 控制 "(checks within marriage, 指 通过 

节制 性 生活 来 增 女 两 胎 之 间 的 生育 闸 了 为、 将 最 后 一 胎 的 生育 

年 龄 提前 ,等 等 )。 由 于 清 代 中 国 所 和 使 用 的 人 口 控制 方法 比 近 

代 以 前 的 欧 沛 更 多 而且 更 有 亚 ， 所 以 中 国 已 婚 去 妇 的 生育 率 

低 于 近代 早期 的 欧洲 已 婚 夫妇 的 生育 率 01。 

李 中 清 所 说 的 这 些 人 口 撞 制 方法 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

是 理 得 到 了 运用 ?* 除了 这 些 方法 外 ， 江 南 还 有 无 其 他 的 人 口 

控制 方 活 ? 由 于 史料 缺乏 ,过 去 对 这 些 问 题 的 钱 究 很 少 .因此 

[1] Jamea Lee :The Hiatorical Temography 中 ate Tbnperial fhina : ecent Reesarc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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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必要 在 此 密 作 些 讨论 。 

(一 )“ 天 地 调剂 法 "对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

人 只 变 化 的 影响 

18 世纪 中 国 最 重要 的 人 口 学 者 洪亮 吉 认 为 控制 人 口 增 

长 的 主要 方法 是 “天 地 调剂 法 ”, 即 借助 自然 灾害 和 疾病 来 减 

少 人 口 ! 实 际 上 就 是 马尔 萨 斯 主义 所 谓 的 “积极 制约 ")。 自 然 

灾害 和 疾病 对 清 代 江南 的 大 口 变化 起 了 一 定 的 作用 ， 但 是 并 

未 能 使 得 人 日 增长 速度 低 于 明代 。 

据 郑 殉 经 的 统计 , 明 清 (1850 年 以 前 ) 江南 发 生 过 了 次 

特大 水 灾 和 5 次 特大 旱灾 1。 其 中 发 生 在 1644 年 以 后 的 特 

大 水 灾 只 有 2 次 (1823、1849 年 ) , 特大 旱灾 则 有 3 次 《15679、 

1785 和 1814 年 )。 由 此 可 见 , 铺 代 前 中 期 江南 重大 灾害 的 发 

生 频 宁 比 明代 低 。 从 好 方志 中 对 于 这 些 灾 害 芒 其 后 果 的 揪 

述 来 看 , 最 为 严重 的 水 、 闪 灾 也 都 发 生 在 明代 (最 严重 的 水 

灾 发 生 在 1544 一 1545 年 , 旱灾 则 发 生 于 1608 年 )[21。 而 且 ， 

由 于 清 代 江南 与 外 地 的 经 菩 联 系 远 比 明代 紧密 !3], 如果 明 

到 同样 程度 的 灾害 ， 清 代 江 南 人 员 可 以 从 外 地 得 到 更 铬 的 

生活 资料 来 度 过 灾荒 , 死 于 包 塞 的 人 口 比 便 肯 定 会 降低 。 此 

外 ,由 于 灾 期 可 以 得 到 衣食 ,灾民 身体 抗御 疾病 的 能 力也 相 

对 较 强 ， 所 以 死 于 与 灾害 有 美的 传染 病 的 可 能 性 也 会 减 

少 。 从 这 些 情 况 来 看 ,自然 灾害 不 是 清 代 前 中 期 和 南 人 口 增 

长 组 慢 的 主要 原因 . 

[所 亩 “特大 ”水 旱灾 , 指 受 灾 面 积 超 过 证 南 地 区 的 2"3. 并 用 灾情 特别 严重 的 

水 旱灾 。 

[23] 由 上 卸 郑 繁 私 交 本 亚 水 利 技术 史 ?》.245 一 251 页 。 

{3] 李 伯 重 :Kt 明 鳍 江南 与 外 地 和 经济 联系 的 机 强 及 其 对 江南 工农 业 发 展 的 影响 }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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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 058 一 SZT 1 和 过 本 到 生 胃 天 荡 峭 

佳 屿 可 认为 传染 病 访 行 可 能 是 明 清 中 叶 人 口 增 长 的 主要 

制约 因素 。 明 清 中 叶 国 有 记载 的 瘟疫 芒 行 中 最 严重 的 5 次 

《1586 一 1589 、1639 一 1644、1756、1786、1820 一 1822 年 ) ， 江 

南都 未 能 幸免 L11。 江 南 人 口 稠密 ,城镇 人 口 包 ,因此 传染 病 很 

容易 迅速 大 面积 传播 并 造成 太 量 死 六 21。 从 当时 人 的 记述 来 

看 ， 对 于 江南 影响 最 为 严重 的 传染 病 流 行 ， 应 当 是 发 生 在 

1639 一 1644 年 的 那 次 癌 疫 。 这 次 闻 疫 与 其 他 礁 坏 性 因素 结 侣 

在 一 起 .确实 使 江南 的 人 口 坦 受 了 相当 太 的 损失 。 但 是 以 后 

的 3 次 瘤 疫 所 造成 的 人 口 损 失 , 似 乎 并 不 很 大 。 清 代 前 中 期 江 

南 医 学 在 对 于 传 光 病 的 机 理 ， 传 播 方式 的 认识 和 治疗 方法 

等 方面 都 取得 了 重大 进步 ， 从 而 形成 了 中 医 著名 的 “ 温 病 学 

派 ”[31。 这 -进步 ,对 于 瘤 疫 的 控制 以 及 瘟疫 死亡 人 数 的 喊 

少 ,可 能 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。 总 之 ,瘟疫 给 铺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

所 造成 的 损失 到 底 有 老大 ,我 们 至 今 仍然 不 很 往 想 , 丰 过 看 来 

还 不 足以 严重 影 顺 江南 的 人 口 变化 。 

此 外 , 由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长 期 安定 和 平 ,所 以 可 以 说 不 

存在 通过 战争 减少 人 口 的 可 能 性 。 同时 ,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

迁 人 各 迁 出 的 规模 都 不 大 面 且 ,有 一 些 史 料 来 看 , 江南 人 口 

迁 出 的 规模 可 能 比 明 代 更 小 ， 而 外 地 人 口 〈 主 要 是 商人 和 工 

匠 ) 迁 人 的 数量 则 显然 多 于 明代 14]。 因 此 ,战争 和 向 外 移民 这 

两 个 人 口 增长 的 重要 制约 因素 ， 对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人 口 变 

化 并 来 有 什么 影响 。 

[11 Mark Etvin :Te Poawera 二 二 e Chinese Post ,73.311 页 - 

121 19 世纪 中 期 上 海上 毛 立 入 说 : “我 多 地 狂人 和 再 ,( 外 下) 互 由 传 锡 . 盐 有 一 家 歼 

人 而 阅 时 告 点 者, 深 可 戎 也 。“ft 晶 祭 孙 ?着 十 一 “至 炊 方 论 " 雪 } 这 正 是 

南 的 缩影 

13] 人 靖 表 商 芭 丘 中 医学 3。 

f4] “ 拓 注 :关于 外 地 商人 和 和 工 吁 迁 和 江南 的 情况 ,和 驮 呈 可 伯 重 :$k 江 南 的 时 期 工业 

性 ,1550 一 18503 ,4324 一 42 生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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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而 言 之 ， 自 然 灾 害 和 疾病 对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口 增 

长 所 起 到 的 制约 作用 是 上 师 为 有 限 的 。 就 连 洪 下 二 也 认为 “ 民 

之 遭 水 早 、 疾 疯 而 不 地 者 , 不 过 十 之 一 一 任 " ,所 以 “天 地 调剂 

法 "并 不 能 有 效 地 减轻 人 1 压力 LIU, 各 种 天 灾 人 情侣 在 一 起 ， 

并 不 能 够 使 得 江南 人 有 在 一 个 长 达 一 百年 的 时 期 中 ， 保 圭 着 

-- 种 仪 为 3%e 的 年 增长 率 , 缓 慢 而 平稳 地 增长 。 因 此 在 江南 人 

门 控制 方面 起 到 主要 作用 的 .应 是 人 类 自觉 用 用 的 控制 于 

段 。 然 而 由 于 史料 非常 苇 乏 ,对 于 这 些 手段 ,我 们 至 今 仍 然 知 

之 甚 少 !21。 下 面 ,我 们 其 汪 土 鲜 的 人 口 控制 主张 开始 ,对 这 些 

手段 及 其 运用 情 光 进行 探讨 。 

(二 ) 汪 士 铎 的 人 局 控制 方法 

消 代 江南 著名 的 人 口 学 者 汪 士 公 , 在 其 1855 一 1856 年 问 

写成 的 《 汪 悔 盆 乙 再 日 记 》 中 , 提出 了 一 系列 激进 的 人 口 控制 

方法 ， 以 化 解 他 所 认为 由 严重 人 口 过 剩 引 起 的 社会 危机 。 这 

些 方 法 可 以 归纳 为 羽 下 六 个 方面 [31: 

(11 修改 法 律 , 极 大 地 扩大 死刑 的 运用 范围 , 尽 可 能 多 地 

处 次 罪犯 (包括 轻 罪 站 犯 和 少年 罪犯 ) 态 至 其 亲属 邻里 , 以 碱 

少 现 有 人 口 ; 

[21 加 重 多 子女 家 庭 的 赋税 ,推广 溺 村 (尤其 是 女 鉴 ) 的 方 

法 ， 以 限制 每 个 家 庭 的 子 妇 数量 。 每 个 家 庭 只 应 有 两 个 男孩 

《 富 人 家 庭 可 以 另 有 1 个 女孩 ,穷人 家 庭 则 不 应 有 辫 孩 )- 超 过 

这 个 限度 的 就 要 悦 其 同 ; 

[1 。 油 用 记 诗 玄 香 ?治平 篇”， 

[2] 刘 谋 笠 区 时 浦 人口 之 增殖 与 迁 称 一 长 江 中 下 蓄 地 区 起 谱 资料 之 分 析 》。 

f31 和 参 疝 张 炸 如 普 中 国 具 唱 思 起 简 史 1659 一 171 页 。 

-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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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握 倡 田 妇 儿 号 ,严格 限制 婚配 .为 此 ,他 主张 广 设 童贞 

女 院 . 清 站 党 并 奖 岗 出 家 为 僧尼 ; 同时 , 鳃 夫 和 各 寄 妇 有 子 者 都 

不 得 再 婚 , 违 虱 处 以 多 刑 。 用 暴力 残害 他 人 者 及 不 成 器 者 ,都 

不 得 结婚; 

14) 推 行 晚 婚 ,男子 30 岁 , 女 了 和 25 淘 昌 方 得 嫁 赛 -男子 25 

多 以 下 、 灵 了 于 2 岁 以 下 结婚 者 ,处 以 极刑 ; 

5) 推广 使 用 各 种 控制 生育 的 药物 ,降低 人 口 出 生 率 ; 

16)} 鼓 崩 田子 外 出 和 经商, 使 得 去 妇 同 宗 时 间 减 少 , 从 而 降 

低 受 孕 几 率 。 

很 明显 , 汪 氏 的 这 些 主 张 中 , 包含 有 很 案 过 分 粕 烈 的 内 

容 011。 这 些 内 容 与 中 国 传 统 的 价值 观 ,道德 伦理 .人 震 家 意识 形 

态 以 及 部 法 精神 严重 对 立 ， 因 而 设 有 实行 的 可 能 。 人 得 是 从 另 

外 -个 方面 来 看 ,我 们 也 可 以 认为 他 提出 的 这 些 方法 ,代表 了 

19 址 红 中 期 江南 人 民 所 知道 的 主要 人 口 控制 方法 。 拔 开 其 中 

那些 极端 的 或 过 诉 的 成 分 .这些 方法 中 的 大 部 分 ,在 许 才 方面 

与 李 中 清 所 发 现 的 清 代 皇室 所 采用 的 人 口 控制 方法 ， 实 际 上 

是 大 同 小 异 。 不 低 如 此 ,我 们 还 可 以 从 清 代 证 南 文献 中 看 于 ， 

除了 第 (1) 种 方 法 而 外 , 汪 氏 提出 的 人 口 控制 方法 ,在 清 代 前 

中 期 的 江南 天 多 都 得 到 不 同 程度 的 运用 ， 尽 管 运用 时 未 采 卢 

汪 氏 所 藤 吹 的 那 种 极端 方式 ， 而 且 也 未 如 汪 氏 所 希望 的 那样 

惰 翰 国家 和 法 律 的 力 黄 来 礁 行 。 

《三 )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控制 方法 

从 清 代 江南 文献 中 ，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汪 氏 提出 的 人 口 控制 

fi 证 氏 的 注 错 言论 ,在 很 起 程度 上 可 以 归 之 于 其 个 人 的 六 酿 即 历 使 之 情 世 该 恪 

4 全 十 嫌 六 中 国 上 口 研 完 :]1368 一 19533 .27 衬 商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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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 ,除了 第 (1) 种 方法 而 外 ,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大 多 得 到 

不 癌 称 度 的 运用 ， 和 尽管 运用 时 未 采取 汪 氏 所 冲 吹 的 那 种 极端 

睛 式 ， 而 且 也 未 如 活 氏 所 希望 的 那样 依赖 国家 和 法 律 的 力量 

来 推行 。 下 面 我 们 就 来 看 一 看 汪 氏 所 提出 的 第 (2) 至 (的 中 方 

法 三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实行 情况 。 

1., 沁 奥 

江南 本 有 调 贤 (尤其 是 妈 要 } 的 传统 。 早 在 南朝 时 代 ,请 

至 的 盛行 就 是 江南 人 口 增长 缓慢 的 主要 原因 之 -LU1。 到 了 

明 清 时 代 , 虽然 直接 记载 不 多 ,但 请 杀 女 要 是 全 国 性 的 恶习 

并 且 一 般 能 够 得 到 社会 的 窜 妨 [3 ,江南 也 不 能 和 免 俗 。 成 化 二 

十 一 年 都 察 院 《4 禁 约 嫁 密 奢 像 漆 死 女子 例 》 在 议论 新 江 温 、 台 、 

处 三 府 半 轴 风 习 盛行 时 指出 : 此 移 不 独 三 了 府 , 姥 及 守 ! 波 )、 绍 

( 兴 外 金华， 并 江西 .福建 、 南 直 事 亦 然 。 ”14 可见 在 江南 ( 属 

于 南 和 直 隶 ) 也 有 此 风 。 

溺 杀 女 婴 的 直接 后 果 是 人 口中 男女 性 例 失调 , 而 这 种 

现象 下 清 共和 前 中 期 的 江南 也 可 看 到 。 据 官方 人 口 数字 计算 . 

嘉兴 府 1769 年 的 性 比例 汐 138.3 : 100，1789 年 为 136.5 : 

100，1799 年 为 136.0 : 100，1838 年 汶 131.4 : 100; 松江 府 

1816 年 的 性 例 为 123.8 : 100; 而 苏州 府 1820 年 的 性 比例 

则 为 134.4 : 100。 儿 童 性 比例 差 关 更 大 。1816 年 青 清 与 奉 质 

函 县 的 幼儿 性 比例 竟然 分 别 为 310 : 100 和 170 : 100!41。 当 

[1] 李 伯 重 必 唐 代 入 南 寮 业 的 发 展 y,67T 页 。 

[31 同和 灯 标 :# 中 国人 人 口 研 寂 :136 人 一 19533 58 一 和 9 多。 和 ,此 种 亚 习 的 盛行 .在 明 

做 后 期 已 经 芷 起 来 华人 待 教 十 的 理 异 与 请 址 ! 利 玛 赛 与 多 尼 了 阳江 利 玛 守 中国 性 

证 衬 , 归 而 ]。 

13] 《 明 诗 宗 实 半 ? 着 二 六 王 , 成 化 一 二 一 年 四 月 乙未 - 

141 据 梁 方 刷 坟 中 国 历代 大口 .一 地 ,田赋 统计 .437.440. 和 1 .45z 页 中 有 美 数字 

计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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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， 由 于 官方 数字 来 必 难 确 ， 所 以 据 之 得 出 的 结果 仍 短 推 

可 。 但 是 这 些 结 果 与 1930 年 代 的 调查 结果 十 分 接近 ,应 当 是 

近乎 事实 的 !01。 小 凯 已 指出 1930 年 代 中 国 农村 的 性 比例 失 

调 与 尖 杀 女 遇 有 重大 关系 [21。 因 此 渍 对 《尤其 是 女 婴 ) 在 清 

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依然 流行 并 对 人 口 变化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， 

是 可 以 肯定 的 。 

然而 也 要 指出 .与 中 国 其 他 许 索 地方 (例如 新 东 .、 竟 北 、 

江西 . 潮 南 等 地 )? 相 比 , 江 南 调 届 之 隐 并 丰盛。 策 开 行为 不 仅 

在 史籍 中 有 关 记 载 很 少 ,而 且 也 不 受 社会 规 许 。 明 清 之 际 的 

江南 学 者 陈 确 之 母 ， 在 晚年 总 蛙 一 生 切 过 时 岚 :“ 吾 平生 无 

和 心事 , 惟 于 二 十 四 岁 产 一 女 , 调 之 , 择 今 以 为 恨 。 ”1] 辑 松 

多 收 集 了 清 代 人 全国 16 个 省 的 150 窗 个 附 、 州 、 县 、 厅 的 潮 机 

记载 , 其 中 173 系 因 艰 于 妆 套 而 希 女 婴 者 。 在 这 67 个 实例 

中 ,新 江 [22 例 )、 福建 (10 例 )、 江 西 49 例 )、 潮 南 (8 人 证) . 广 

东 {(8 例 ) 五 省 占 了 绝 大 多 数 , 可 见 前 述 明成 化 二 十 一 年 都 守 

院 所 说 情况 一 直 继 续 到 清 代 。 但 是 在 这 好 例 中 ,属于 江南 

的 却 只 有 2 使 { 松 江 府 1 例 , 桐 乡 县 1 例 ), 而 且 还 都 是 晚 清 

(光绪 ) 时 期 的 记载 !41。 四 此 我 们 在 看 到 请 瑞 对 清 代 前 中 期 

江南 人 口 蛮 化 的 影响 时 ,也 不 可 对 此 作 过 分 压 太 。 

此 外 ， 我 们 也 顺带 谈 一 谈 育 婴 敬 的 作用 。 刘 有 过 蒂 已 注意 

[站 ] 侧 如 展 笃 和 许 调 查 所 1933 年 调查 束 字 计算 , 丘 尖 县 的 性 出 别 为 1366 : 100. 长 尖 

县 询 132 : 100( 首 通 户 ) 和 122 :10 世相 户 )， 豆 内 其 为 113 :1 吗 ， 蛙 炙 县 为 

118 :; 10， 吴 江 县 埋 评 伟 为 116 :1900 建设 策 员 会 绎 放 油 查 所 和 搞 计 科 : 《中 国 

色 简 志 》 员 内 县 .长兴 县 、. 阳 兴 县 -. 平 内 县 和 六 苏 省 吴江 县 露 泽 镇 经 话 概况 。 

屎 。1933 年 虹 宁 县 的 性 比例 尖 117 : 1001 胡 坟 庸 : 《 江 休 县 之 料 地 与 上 口 密 

麻 》) 。 

L?z] 上 上 断 区 中 国 农家 既 许 ,461 四。 

[3] 二 陈 确 辣 》 别 条 卷 十 一 《先世 过 事 证 略 41 排 印 本 ,532 一 533 下) 

[4] ”以 上 落 字 引 自 韩 松 辟 : 芭 伦 理 与 生 基 一 宣 代 的 婚 赔 其 系 ?3，1237 一 130 页 ，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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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了 清 代 江南 各 地 育 轴 堂 的 设立 情况 L11。 但 和 需要 指出 的 是 : 

首先 , 江南 育 婴 堂 的 设立 始 于 南宋 品 1 在 清 绕 以 前 很 义 就 已 

有 之 ,但 似 妾 并 未 起 到 多 少 作 用 ;其 次 ,从 19 世 纪 中 期 潮 南 的 

情况 来 看 , 由 于 经 费 有 限 , 加 上 管理 个 壮 , 当 时 育 轩 党 收养 村 

儿 的 死亡 率 非 常 高 呈 ,江南 的 情况 也 未 必 会 好 得 多 -从 这 些 来 

推测 ,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 育 坚 堂 在 减少 野 疙 死亡 率 方 面 似 

乎 未 起 多 大 作用 。 

2. 蔓 励 独身 和 限制 结婚 

在 中 国 的 性 、 婚 杂 和 家 性 观念 发 展 史 上 ,， 清 代 是 一 个 

两 极 分 化 严重 的 时 斯。 而 彼此 对 立 的 两 种 极端 观 合 的 流 

行 ,都 有 助 于 降低 江南 的 绪 并 率 .这 主要 人 悼 现 在 以 下 两 个 

方 面 : 

-方面 ， 随 着 礼教 之 走向 恒 化 ， 针 对 妇女 的 贞节 更 您 

也 被 发 展 到 了 极端 ， 家 方 和 社会 用 各 种 手段 大 力 倡 导 和 奖 

励 妇 女 恪 守 贞 操 ， 一 生 只 结 一 次 婚 ， 即 使 流 有 子 玄 或 者 未 

姬 去 1 故 也 不 应 再 婚 ， 并 且 饮 对 不 与 任何 画 了 发 生 旭 外 或 

婚前 性 头 系 [41u 这 种 社会 风 避 具有 很 大 的 强制 力量 ,使 得 妇 

妇 再 和 业 非 常 困 难 . 江南 是 礼教 最 盛行 的 地 区 之 一 ,因此 各 地 

地 方 赤 中 ” 节 好 "页 妇 "的 数量 也 元 得 惊人 。 根据 郭 松 义 对 

清 代 州 县 〈《 共 6 省 3 县 ) 地 方志 中 所 载 历 朝 节 妇 旋 表 人 数 的 

统计 , 送 光 瑚 常 奖 一 略 文 县 (二 者 虽然 名 为 两 县 , 实 为 一 县 ， 

故 郭 氏 将 其 作为 -县 ) 的 人 数 竟然 委 达 1680 人 , 比 其 余 七 县 

《其 中 二 失 无 道光 数字 ) 的 人 数 部 和 (236 人 ) 还 要 才 出 6 倍 。 

[1] 刘 重 稼 :tt 明 渍 上 口 之 增殖 与 迁移 一 长 江 中 下 徐 乾 区 族 增 赞 料 立 分 析 》。 

J21 赵 槛 区 辽 余 名 者 # 稚 一 十 七 " 养 请 院 育 贤 党 祥 家 地 " 系 。 

[3j 欧阳 龙 礁 以 水 涂 岩 啦 语 + 癌 上 " 育 标 变通 共渡 ?条 - 

[4] 刘 达 由 :4k# 中 国 古 疏 虱 立 化 ?8737 一 893 这 ， 

了 了 m 人 本 词 m 本 评 下 本 下 本 严 

六 妆 口 亲 薄 妈 生 益 括 对 市 对 ., 坑 本 这 到 . 森 访 得 扩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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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在 这 士 县 中 ， 估 数 最 多 又 是 位 于 汪 南 边缘 的 余杭 县 4109 

大 )。 此 针 还 有 大 量 节 烈 妇 玄 未 得 话 表 LU 。 因 此 从 客观 辣 果 

来 看 ， 这 种 对 妇 玄 贞节 强调 的 极端 化 促进 了 妇女 独 导 大 数 

的 增加 。 此 外 ,按照 清朝 的 规定 , 虚 龄 30 岁 以 下 开始 守节 的 

媚 妇 才 有 资格 得 到 旋 表 [21。 耐 30 岁 以 前 正 是 生育 旺盛 年 

龄 - 由 于 有 颇 大 一 个 数量 的 育龄 妇女 被 迫 独 身 , 所 以 也 减少 

了 生育 人 数 。 

在 舅 一 方面 , 尽管 礼教 认为 结婚 生育 是 男 于 的 义务 , 俱 

是 清 代 江南 人 关于 性 、 婚 好 和 家 庭 观念 的 变化 的 号外 一 个 

极 靖 一 一 性 放 级 ， 却 起 到 了 壳 励 男子 独身 或 者 不 生育 的 作 

用 ,，、 巾 于 追求 性 自由 ,自明 氏 后 期 以 来 , 关 寺 性 .婚姻 .家 寿 

三 者 并 林 能 等 同 的 看 法 在 江南 越 来 越 流行 。 其 主要 表现 ,一 

是 嫖 娟 铬 将 之 风 大 盛 ;: 二 是 男 风 《〈 罚 性 问 性 恋 ) 在 上 兵 社 会 

的 带动 下 成 为 社会 时 尚 ; 三 是 争取 婚 杂 自 由 、 反 抗 传统 包办 

婚 的 意识 日 益 普 及 。 刘 达 临 指出 : 在 清 找 前 中 期 的 江南 ， 

经 济 因素 在 嫖 娟 卖 漂 活 动 中 的 地 位 更 斯 罕 出 ,法律 对 卖 竹 

的 处 罚 也 日 益 减 经。 对 于 男性 同性 恋 ,法 律 更 末 加 以 禁 正 。 

因此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社会 上 的 嫖 娟 儿 妓 之 风 以 及 男 风 ， 比 

明代 更 盛 131。 这 里 要 强调 的 是 :在 明 清江 南 , 嫖 娟 独 妓 并 不 限 

于 大 城市 , 同性 恋 也 不 限于 男子 [9 。 这 些 不 以 后 育 后 代为 且 

1 见 二 格 交 过 伦 填 与 生活 一 清 代 的 虹 碳 其 奈 #:404.411- 412 点 。 例如 据 帮 外 的 

统计 .道光 时 昆山 县 蓝 得 旋 韦 者 汶 373 人, 未 得 话 志 或 往 及 记者 六 420 上 人。 

121 见 韩 醒 闷 倍 理 与 生 拓 一 一 清 代 的 婚姻 关系 和 414 王 。 

13] “ 刘 造 临 交 中 国 古 代 性 立 化 4 ,926r-941;,944 一 953 页 .其 中 所 引 便 证 以 江南 汶 多 。 

[4] 司 如 ,野地 上 访 志 中 二 以 见 到 :自明 我 后 期 届 兴 .江南 许 允 市 镇 上 卖 评 业 都 很 尖 

攻 ( 如 观 林 . 球 笛 、 王 店 . 乌 青 . 盛 主 等 钞 上 , 邦 有 妓院 . 邦 王 察 范 区 明 清 江南 消 

恬 凤 气 与 请 费 续 枸 描述 》)。 志 性 同性 恋 虽 拔 远 直 县 男 性 同性 变 善 谢 和 分开， 

但 也 存在 。 伍 如 明 林 西戎 谁 屿 主人 所 .机 行 子 请 必 的 小 说 《本 欢 报 # 第 扫 回 中 

师 谈 到 如 子 扎 性 恋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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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的 性 行为 的 万 行 ,对 于 不 婚 或 不 生育 . 洗 生 育 , 都 育 - : 定 藤 

响 10。， 此 外 .为 了 反 芒 不 和 由 的 婚姻 而 不 婚 的 观 合 ,在 清 代 江 

南 也 比 以 往 更 普遍 -江南 鞭 名 文人 李渔 在 小 说 中 , 章 说 阿 遇 于 

给 罪人 的 最 可 怕 的 巧 馈 ,不 是 让 他 (或 地) 来 生变 牛 变 马 , 而 是 

让 他 { 或 她 )? 蛮 为 交 人 ,与 一 个 不 如 意 的 栋 夫 “日 头 傅 孝 ,一 此 受 

别人 凡 世 的 磨难 ,这 才 是 惩 奸 治 亚 的 极刑 "I。 因此 江南 小 说 中 

说 ,如 有 果 嫁 了 不 潇 意 的 丈夫 ， 真 真 上 天 无 路 ,下 地 无 | ， 倒 是 

没 他 的 快活 ”" [9]。 反 之 亦 然 ,所 以 有 的 男子 因为 害怕 敬 到 和 不 如 

意 的 妻子 而 不 慑 轻易 结婚 [41。 这 种 观念 的 流行 , 当然 也 有 助 

于 不 婚 或 晚婚。 

此 外 ， 明 未 以 来 江南 人 对 于 家 庭 功能 看 法 的 一 些 重 要 谈 

化 ,也有 勋 于 不 婚 或 不 育 。 奥 型 的 例子 ,如 李渔 在 所 鞭 小 说 中 

谈 到 老年 购 养 问题 时 所 育 : 银子 就 是 儿子 了 。 天 下 的 几 子 , 哪 

里 还 有 仓 顺 似 他 (银子 ? 的 ? ……( 银 子 ) 是 古今 来 第 一 个 养 志 

的 孝子 。“ 因 此 只 要 有 钱 , 晚 年 就 可 以 有 保障 ,没有 儿子 并 无 关 

系 ,说 不 定 还 过 得 更 好 0 。 这 对 于 传统 的 家 尾 购 养 观念 是 一 个 

挑战 ， 表 现 出 铺 代 江南 人 对 于 养老 方式 有 了 一 种 新 见 。 对 于 

那些 由 于 种 种 原因 而 灶 择 不 婚 或 不 育 的 人 来 说 ， 此 种 新 观念 

肯定 有 助 于 他 们 短 迪 雇 定 或 坚持 下 去 。 因 为 “ 养 儿 防老 "在 中 

国 传统 社会 中 几乎 可 贞 说 是 惟一 的 养老 方式 ， 一 个 人 不 论 出 

1 例如 地 入 的 小 说 《连城 整 ?第 九 回 . 潮 的 就 基 南 京 监 生 上 虽 规 生 先 在 其 多 安排 下 

到 显 宜 空 妇 为 泰 , 极 不 如 章 。 春 开 后 不 慑 轻易 再 鹿 , 宁 时 痊 婚 铺 就 治 乐 《连城 

赣 外 编 ? 郑 一 风 说 福 奸 小 男 尤 璃 色 与 鳃 去 许 秀 芳 博 笃 ,为 能 长 名 同居 ,万 珊 病 

竟然 自 宜 。 其 实 不 让 在 胃 性 局 性 变 者 中 有 不 天 与 异性 缚 婚 的 情 疯 ， 玄 性 也 

有 。 例 训 《 俩 欢 报 》 第 四 回 中 就 官 称 :女人 六 去 十 如 六 , 不 如 不 嫌 ; 如 有 了 同性 

蛮 例 件 ,可 浆 去 何 用 ?了 " 

12] 《连城 辟 ? 第 五 回 。 

[13] 芭 商 欢 抠 # 第 玛 回 。 

14] 《连城 可? 第 妃 回 。 

[5] 世 连 城区 ?第 十 -- 回 。 

了 过 市 妃 关 下 二 问 沙 吾 玫 志 遂 ，, 碟 三 殊 开 - 林 诞 亚 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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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什么 原因 不 愿 生 育 后 代 ， 人 他 (或 她 ) 都 必须 考虑 养 名 的 问 

题 。 帮 果 他 知 道 有 新 的 . 圭 至 是 更 好 的 养老 方式 ,实行 不 婚 

或 不 育 当 然 也 避 更 少 " 前 瞻 之 忧 " 了 。 

3. 推迟 结婚 年 奏 

虽然 中 国 的 传统 是 藤 矶 时 婚 , 介 是 在 省 南 ,自明 代 中 期 以 

来 ,由 于 婚嫁 费用 高 昂 ,实际 结 婚 年 龄 不 得 不 排 迟 。 明 清 之 际 

海宁 人 陈 确 在 其 "家 约 ” 中 为 后 人 规定 的 婚 襄 昌 用 标准 , 大约 

是 田子 刻 囊 费用 约 合 4 邱 银 ,女子 陪嫁 费用 约 合 加 两 银 。 这 

基 像 他 这 样 的 贫 素 节俭 的 土 人 之 家 的 标准 ， 面 从 小 说 中 所 谈 

到 的 情况 来 看 ,这 也 是 一 般 小 户 人 家 的 标准 1 婚嫁 费用 之 外 ， 

如 果 还 要 为 新 婚 夫 妇 车 造 住房 ,费用 至 少 又 要 增加 数 十 两 吕 。 

清 代 中 期 江南 婚俗 更 为 奢 偿 . 男 计 套 资 , 女 索 聘 财 . 昔 为 风气 。 

一 些 经 济 境 况 不 好 的 家 庭 ， 为 赶 婚 杂 的 排场 ,不 得 不 党 俩 释 

产 11。 在 另 一 方面 .从 一 些 资 料 来 看 , 清 初 江南 一 个 长 工 一 年 

工钱 只 有 3 一 5 两 银 ,19 世 红 中 期 也 不 过 5.5 一 8.8 两 (伙食 均 

除外 4]。 因 此 一 个 普 遂 的 洒 南 家 庭 , 必须 节 衣 送 食客 年 , 才 

[11 死 王 家 范 区 明和 清和 江南 计 费 风气 与 消费 结构 撒 述 +。 于 氏 辫 中 遂 陈 确 " 家 的 " 规 

证 的 轨 子 赛 才 费用 音 7 两 扫 ,但 从 X 陈 请 全 了 别 业 着 也 4 生性 些 家 的 ? 嫁 " 疼 

单 附 中 的 敬 字 来 看, 应当 是 委 两 于 氏 误 也 引用 了 此 订 踢 料 }。, 明 末 小 说 

攻 型 世 言 ? 第 二 十 五 回 中 记 尝 福 元 年 11628 证) 海宁 去 村 了 囊 礼 为 量 2 匹 、 银 区 

两; 彰 计 近 下 功 酚 .。《 生 霄 尊 ? 第 十 七 加 期 说 海宁 小 店主 李 琅 看 束 瑟 用 聘礼 为 

16 两 。 綦 光 病 鸡 抠 ?第 九 回 中 说 天 启 元 年 (1621 年 ?杭州 所 全 杭 县 小 杂货 语 主 

正 涉 山 束 讲 . 财 礼 0 两, 另 有 稍 圳 等 费用 3 两 .可 见 . 陈 确 { 购 宁 人 ) 所 吉 定 的 

“ 册 生 过 二 十 两 ,确实 是 一 般 小 户 人 这 的 标准 。 

[3 和合 如 清 厅 毅 州 东部 农村 建 得 - .所 适 侣 机 痊 农民 或 小 地 主 居住 的 住宅 ,费用 在 

80 一 100 两 绿 之 阿 。 又 , 陈 靖 之 贫 有 田产 点 坏 雷 ,自己 问 载 书 捍 徒 ,收取 东 棕 ,一 家 

胡 合 可 专 相 第。 但 儿 鼠 长 去 后 ,无力 汶 之 建造 新 房 .幸而 从 亲 上 且 狂 弄 到 儿 则 破 房 ， 

才 侧 上 风 子 们 能 静 结 婚 。 见 《 陈 确 梨 # 别 集 乔 十 此 世 过 事 纪 略 和 关公 席 卉 全 。 

[31 丘 邓 :明示 清 初 苏州 市 民生 话 中 的 人 廊 之 风 》。 

[41 和 阅 凡人 玄关 重 代 苏 松 嘉 壮 地 区 慌 业 计量 研究 的 发 展 趋 势 政 其 推动 力 ?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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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财力 为 子女 办 理 婚 事 。 这 样 ,从 客观 效果 来 看 ., 绪 婚 费 用 的 

高 帅 . 有 涡 于 汪 南 结婚 年 龄 的 推迟 , 以 至 于 不 婚 , 或 者 是 婚 后 

少 育 Di1。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原因 ,江南 平均 初 婚 年 龄 相当 高 。 根据 

郭 松 光 对 清 代 全 国 各 省 女子 初 婚 平均 年 龄 的 研究 ,江浙 两 省 

(分 别 为 1131 例 和 1342 例 ) 尖 18 一 19.5 岁 .在 全 国 20 个 省 中 

最 高 , 比 全 国 (16130 例 ) 平 均 数 高 出 1 一 2 岩 以 上 上。 而 在 江浙 、 

两 者 中 ， 属 于 素 书 所 说 的 江南 的 苏 南 和 产 北 康子 官 婚 平 均 年 

瞬 大 约 在 19 岁 左 右 , 高 于 江 、 新 两 省 的 其 他 地 区 1 。 

4. 政 胎 .绝育 与 避孕 方法 的 送 用 

( 详 见 本 书 已 收入 前 《 蝴 胎 、 避 孕 与 绝育 : 宁 元 明 清 时 期 江 

浙 地 区 的 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与 传播 #$ 一 误 及 其 附 承 ) 

s-. 男子 外 出 谋生 ,减少 夫妇 同室 的 机 会 

男子 离 家 外 出 谋生 ,在 明代 后 期 的 江南 就 已 是 为 不 少 , 而 

在 清 代 前 中 期 则 更 为 普遍 。 例 如 苏州 城内 的 蹦 区 ， 康 黑 后 期 

已 达 1 万 人 以 上 ,大 大 超过 明代 盛 时 的 人 数 。 这 些 蹈 匠 “ 均 非 

土著 , 悉 系 外 来 " ,大 多 来 自 江 宁 、 镇 江 二 府 。 办 州 府 城 纸 坊 和 

硝 皮 业 工 区 ,也 窗 来 身上 述 地 方 。 次 坊 工 近 则 究 是 无 锡 .人 金 匿 

两 县 人 [31。 宜 太一 再 说 这 些 工 区 “ 子 身 而 来 ” ,“ 单 身 而 来 ， 

“ 精 壮 而 强 有 为" ,和 苇 力 罗 悍 " ,可 见 都 是 身 性 强壮 的 育 壮年 单 

筋 男子。 他 们 在 苏州 ,因为 经 济 和 社会 地 位 多 下 .和 当地 妇女 

结婚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。 因 此 这 一 大 批 强 壮 男子 单身 和 久 在 异乡 谍 

[1] 前 引 成 化 里 都 察 院 《区 约 掠 机 者 人 尿 浪 死 妇 于 例 ? 就 清楚 地 指出 :浙江 温 、 台 、 

止 三 府 上 大 民 所 产妇 子 , 永 日 后 婚 生 之 费 ,福特 碘 死 。"* 江 南蛮 女 遇 之 风 相 对 不 

盛 ,为 了 了 束 少 妮 嫁 之 周 的 沉重 负担, 主要 的 办 法 就 只 有 消 生 -。 

[2] 郭 柱 文 区 伦理 与 生 箔 一 一 清 代 的 婚姻 关系 ?》.211 一 213 下 。 其 中 东南 比 苏 北 次 

出 章 .75 财 。 

13] 洪 焕 枯 :{t 明 清 下 伍 让? :537 一 538.539 一 540 页 - 

本 下 

生肖 口 生 车 各 站 莒 千村 杞 二 ，, 求 三 铬 有 , 林 转 霸 前 

-= 里 到 也 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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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， 必 然 大 大 减少 他 们 在 家 乡 的 妻 于 【如 采 他 们 已 经 结婚 的 

语 》 怀 地 的 元 率 , 戟 者 推迟 他 们 绪 婚 的 年 龄 (如 条 他 们 迟早 要 

回 乡 结婚 的 话 )。 

队 了 工 弃 之 外 , 江南 城镇 还 有 大 量 的 外 地 商人 4。 这 些 

麻 估 老 数 是 单身 在 外 21。 在 江南 襄 小 纳 净 , 对 于 他 们 当中 的 

高 商 忆 机 来 说 , 国 基 常态 ;但 对 于 占 狗 数 的 中 小 商人 , 则 并 非 

易 事 。 这 不 仅 是 因为 清 代 江南 亦 . 婢 身 价 上 涨 031 ,而 且 也 由 于 

文化 上 的 差异 和 经 济 利 益 的 冲 窗 ， 当 地 人 对 外 地 商人 并 党 全 

有 亚 感 [4 , 而 外 地 商人 大 多 也 于 奈 在 老家 诸 妇 生子 。 因 此 对 

于 定居 江南 的 外 地 商人 来 说 《他 们 也 是 江南 居民 的 一 部 分 )， 

至 少 是 在 第 一 二 代 中 , 在 江南 结婚 的 比例 是 毕 较 低 的 15。 至 

于 仇 更 密 的 江南 本 地 商人 ， 撕 然 他 们 密 半 都 会 在 家 乡 结婚 

并 且 老 数 时 间 和 雪子 从 活 在 一 起 ,但 由 于 生意 的 关系 ,他 们 中 

不 少 人 必须 经 常 得 期 外 出 。 这 肯定 也 会 有 助 于 降低 其 圳 于 受 

孚 的 儿 率 。 

很 明显 , 以 上 各 种 方法 的 并 存 , 不 羽 使 得 请 代 前 中 期 的 

十 -让 

地 业 吕 

[1 沿 如 从 范 舍 民 淆 于 朋 清 苏州 外 地 商人 的 研究 来 看 . 清 伐 前 中 项 苏州 外 地 商人 

的 殖 量 ,至少 已 在 数 石 之 庶 , 比 明代 刻 得 杰 。 见 范例 民 发 明 清 薄 州 的 外 地 商人 

述 略 。 

[23] 至 少 是 其 中 景 星 大 的 孝 商 与 晋 商 , 习 慨 部 是 在 家 多 更 村 . 单 关外 出 径 商 , 数 年 

再 革 一 二 十 年 才 回 款 一 窟 。 旭 博 在 下 :f 明 清 时 代 商 人 严 商 业 赛 本 》,74 页 。 

[3] “王家 范 以 明和 清江 南 消费 风气 与 消费 结构 描述 * 

[4] 明 靖 江南 人 对 于 外 地 寡 商 (特别 是 中 布 江 南 恕 多 ,人 数量 人 杂 的 币 商 } 过 有 

三品 .因此 这 吝 .区 击 散 州 人 的 小 说 故 享 .在 明 清江 南 量 为 常见 。 在 这 些小 

说 故事 里 , 额 州 人 { 特 是 商 利 傣 业 者 ) 志 补 搬 答 为 讽 禁 . 音 击 . 准 酷 .好 色 

的 人 。 帮 在 明代 江南 地 方 社会 中 ,一般 人 对 省 州 商人 印 间 晤 下 和 挂 。 在 小 说 

中 雪 州 人 竟 被 冠 以 “二 铬 ”的 亚 名 。 见 全 让 玻 :《 明 清 时 代 商 人 员 商 业 资 

， 本 ,7 了 4 豆 - 

| 05] “ 正 基 因为 他 们 中 在 居住 地 未 奔 者 的 比例 很 高 ,而 他 们 的 经 济 景 况 相对 又 比较 

和 好, 所 昼 美 于 数 商 在 江南 妃 站 . 通奸 .勾引 尼姑 之 类 的 故事 ,在 明 镁 笔记 小 说 

中 颇 为 刻 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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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 人 民 可 以 根据 各 人 的 情 汐 与 要 求 ， 选 择 合 通 的 方法 目 

觉 地 进行 人 口 控 制 , 而 且 也 使 得 他 们 在 社会 习俗 的 压力 下 ， 

不 自觉 地 进行 人 号 症 制 L114. 作为 这 些 方法 并 用 的 结果 ,是 清 

代 江 南 儿 童 在 全 部 人 口中 所 占 的 比重 十 分 锥 下 。1816 年 青 

渍 与 奉贤 两 县 的 玫 童 ( 抽 童 和 系 玄 合计) 在 全 部 人 口中 所 十 

的 比重 竟然 都 只 有 20 驳 121. 当 然 ,这 两 县 的 儿童 三 至 成 人 数 

字 并 不 一 定 者 准确 , 因而 由 这 些 数字 求 得 的 比例 数 , 也 难说 

完全 可 靠 。. 但 其 所 反映 的 情况 ,与 1930 年 代 的 调查 结果 相 状 

并 不 很 大 ,应当 说 并 未 脱离 当时 的 实际 太 远 0(31。 叉 ,16 岁 以 

下 少年 儿童 在 全 部 人 虽 中 的 比重 , 据 何 炳 标的 计算 , 1816 年 

奉贤 其 为 38.2% ， 低 于 清 伐 前 中 期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方 的 相应 

比例 14]。 而 儿童 在 大口 总 数 中 出 重 的 低下 , 昭 是 以 往 人 口 增 

加 轻 慢 的 铺 果 ,又 将 成 为 以 后 大口 增 加 缓慢 的 原因 。 

总 而 言 之 ， 通 过 对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已 有 的 人 口 六 制 方法 

的 分析 ,我们 可 以 相信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增长 确实 得 到 

了 人 为 的 控制 ;而 当时 的 各 种 人 口 控制 手段 ,也 足 贞 保 证 把 人 

口 增长 的 速度 控制 在 -- 个 相当 低 的 水 平 上 。 丁 此 ， 即 合 谍 有 

严重 的 天 灾 人 祸 ,江南 的 人 口 也 能 够 保持 低速 增长 ,而 不 像 同 

时 期 中 国 天 多数 地 区 那 绊 ,由 于 人 为 控制 的 成 分 较 少 ,所 以 能 

够 出 现 较 局 的 人 王 增 长 。 

尤其 值得 强 册 的 是 :通过 合用 棉籽 宰 划 水 一 法 , 昌 非 人 们 自 芝 选择 ,在 人 口 控 

制 古 面 起 的 作用 十 分 章 太 , 西 岂 说 是 一 种 专 适 的 巧合 。 

[2] 据 渴 广 促 区 中 国 历代 关口 .田地 .田赋 统计 3.440.441 让 中 有 半数 字 计 算 . 

[3] ”和 砚 如 , 男 与 男 丁 的 比例 ,1815 年 青浦 县 为 0.49:1, 替 贤 县 汶 0.39:1 据 梁 方 

促 : 中 国 历 找 上 大 口 . 困 地 .、 田 上 绽 计 3，440 一 441 页 歼 宝 计算 ) ,而 1933 年 江 . 

宁县 的 相应 出 己 为 8 37:1( 据 胡 烧 凋 :8 这 宁 上 其 立 糙 地 与 大 口 侯 度 * 中 整 字 计 

得 1。 

何 师 棱 尽 中 国人 口 研 凌 :1368 一 19539 365 一 37 氢 。 如 果 将 向 氏 得 出 的 中 国 各 

地 的 20 个 有 流出 例 数字 作 由 商 圣 低 的 排列 ,奉贤 县 亿 拓 在 第 12 粒 。 

[1 

[+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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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szt ) 骨 过 本 和 到 半 邮 油 沙 堪 

中 站 二 帮 | 

1 一 一 一 -一 五 -LE 一 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民 控 制 

大 口 增长 的 动机 
下 

”~” 一 = - 
清 代 江 南 人 民 为 什么 采取 以 上 措施 来 控制 人 口 增长 ? 接 

言 之 ,他们 进行 人 口 控制 的 主要 动机 是 什么 ? 

从 来 料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 个 人 (或 家 庭 ) 选择 采用 某 种 

措施 的 直接 动机 , 往往 有 很 大 差异 。 不 仅 如 此 , 甚至 采取 同 

一 种 措施 ,不 同 的 人 也 常常 出 于 完全 不 同 的 主观 原 函 。 历 且 

还 要 指出 ,他 们 中 的 许 密 人 在 采用 这 些 措施 时 , 并 未 目 觉 其 

降低 人 口 增长 率 的 作用 。 例 如 蛮 妇 要 ， 有 的 是 因为 家 庭 贫 

穷 , 无 力 基 活 ; 有 的 是 出 于 迷信 ; 有 的 是 害 人 女儿 长 太 出 媒 

时 要 为 她 办 丰厚 的 嫁妆 ;等 等 0。 独身 的 动机 则 更 为 复杂 。 

有 的 固然 是 因为 家 贫 无 力 媒 要 【特别 是 儿子 女 的 家 寿 )， 但 

有 的 却 是 由 于 社会 质 论 的 艾 励 与 强制 《如 守 首 )。， 或 者 是 出 

于 任教 原因 (《 妇 出 家 ) .反抗 包办 婚姻 ( 杭 ) ,等 等 。 不 过 ,我 

们 认为 : 尽管 在 采用 以 上 措施 中 某 一 种 或 某 几 种 、 从 而 自觉 

或 不 自觉 地 控制 人 口 增长 的 方面 , 个 人 【或 家 庭 ) 的 具体 动 

机 于 差 万 别 , 但 总 的 来 说 .经济 的 因素 仍 是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

人 民 进 行人 口 控 制 的 最 重要 .最 六 层 的 原因 。 而 这 种 经 济 原 

固 最 直接 的 表现 , 则 是 为 了 保持 一 定 的 生活 水 准 。 事实 是 否 

果真 如 此 ?7 这 里 .我们 通过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学 者 的 育 论 ,来 

看 一 看 当时 的 人 们 是 理 已 经 认识 到 为 了 保持 生活 水 准 不 致 

下 降 ,必须 控制 人 口 增长 。 

[ij] 利 玛 窗 与 多 尼 阁 :利加 赛 中 国 杞 记 》 ,92 页 :和 柯 炳 标 : 中 国人 口 研 况 1368 一 

1953》 ,5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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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江 南 学 者 对 于 人 只 控制 的 攻 要 性 的 认识 

中 国 传 统 人 口 思 想 的 主流 是 喜 励 增 如 大口。 一 直到 了 17 

此 纪 初 期 , 才 开 始 有 少数 学 者 提出 庶 当 控制 人 已 增长。 和 尔 后， 

关于 人 口 控制 的 思想 逐渐 发 展 . 在 18 世纪 后 半期 和 19 址 纪 

前 半期 成 为 重要 的 人 口 思想 流派 。 有 意思 的 是 ， 几 乎 所 有 持 

有 这 种 抑 解 的 重要 学 者 ， 都 是 江 南 人 士 。 虽然 他 们 谈 的 是 全 

国 性 的 人 口 问 题 ,但 是 不 能 香 认 的 是 ,他 们 关于 大 口 控 制 的 见 

解 与 他 们 的 出 身 环境 ,彼此 之 癌 肯 定 有 一 定 关 系 。 和 否则 ,为 伯 

么 这 种 思想 主要 流行 于 江南 学 孝 之 中 ,而 不 是 其 他 地 区 (例如 

华北 .华中 或 者 西南 ) 的 学 者 之 中 呢 ? 因此 我 们 认为 江南 学 者 

对 于 人 口 癌 题 的 新 见解 ， 应 当 说 是 当时 江南 大 元 数 人 民 普 遍 

认识 的 集中 表现 。 

最 时 感到 中 国人 口 增 长 太 快 的 学 者 , 可 能 是 曹 其 虽 〈 松 

江 府 华亭 县 人 ,1555 一 1636 年 )。 在 1614 年 的 一 道 奏 朴 中 ,他 

估计 当时 全 国 的 人 口 已 是 明代 初 年 的 5 人 悦 01。 稍 后 .徐光启 

【松江 府 上 海 县 人 ，1562 一 1633 年 ) 首次 提出 人 口 太 约 每 三 

十 年 增加 一 倍 的 观点 。 虽 然 他 并 未 说 这 样 的 增长 雍 已 经 或 

者 将 会 超过 生活 资料 的 增加 到 和 度 ， 但 是 他 同时 也 谈 到 东南 

沿海 人 口 过 案 ， 耕 地 不 够 ， 因 此 主张 大 量 稀 民 到 华北 、 两 

广 。 徐 氏 的 同时 代 人 汉 整 龙 ( 苏 州 府 长 洲 县 人 ,1574 一 1646 年 ) 

进 了 - 步 , 指 出 一 对 去 妇 * 生 一 男 一 玄 , 永 无 增 减 ,可 以 长 久 。 

若 二 男 一 玄 , 每 生 加 一 倍 , 日 增 不 减 .何以 养 之 ”76 他 乌 感 到 

[1] 引 自 何 炳 导 交 中 国人 口 研 究 :136B8 一 19539》 .260 页 。 

[2] 莹 志平 广 记 卸 入 古 死 之 "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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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一 -一生 瑟 是 二 二 玫 

【oT 一 Or 油 束 月 到 站 上 妥 油 琐 站 mm 

从 长 远 来 看 , 如 果 每 个 家 庭 养育 4 个 子女 , 那么 生活 资料 的 

增长 是 无 法 中 上 的 ;只 有 将 每 个 家 庭 的 了 玄 数 量 拧 制 在 

2 人 , 才 是 长 久之 计 。 到 了 18 志 纪 前 期 , 任 启 运 ( 常 州 府 宜兴 

县 人 ,1670 一 1744 年 ) 已 明确 指出 :“ 身 生子 ,车 又 生 孙 , 齿 日 

筑 , 粮 日 困 , 亦 必然 之 势 也 。 ”L1 亦 即 粮食 生产 的 增加 无 法 赶 

| 人口 增 长 ,是 必然 的 趋势 。 

总 的 来 说 . 在 18 世纪 中 期 以 前 , 江南 学 者 已 经 意识 到 了 

人 人 口 控 制 的 必要 性 ， 但 是 他 们 的 看 法 还 只 是 钉 步 的 。 一 直到 

18 世纪 后 期 , 这 些 看 法 才 发 展 成 为 一 种 比较 系统 的 理论 。 这 

种 理论 的 创立 者 ,就 是 有 “中 国 马尔 萨 斯 "之 称 的 洪亮 吉 ( 常 州 

府 阳 湖 县 人 ，1746 一 1809 年 ), 其 后 继 者 则 是 前 面 已 谈 到 的 证 

二 铎 (江宁 府 江 宁县 人 ，1814- 一 1889 年 )。 洪 氏 认 为 在 和 平时 

期 , 人口 每 隔 一 伐 都 会 成 倍增 加 ,因此 在 100 年 左右 的 时 间 内 

会 增加 5 倍 、10 倍 万 至 20 人 悦 。 但 是 田地 、 房 屋 等 只 能 增加 1 

人 情 .3 倍 哇 5 倍 。 汪 氏 则 认为 大 口 每 20 一 30 年 增加 1 倍 , 自 清 

朝 建 立 210 年 以 来 就 增加 了 1 到 倍 【 即 按 儿 和 何 级 数 递 增 ); 但 

是 耕地 扩大 和 粮食 等 生活 资料 的 增加 却 慢 得 多 ,而且 到 19 世 

纪 中 期 资源 更 已 开发 多 尽 , 胡 " 天 地 之 力 窗 用 "四 。 洪 、 和 还 二 人 

都 坚信 人 人 口 增 长 速度 大 大 高 于 生活 和 生产 资料 的 增加 速度， 

而 人 口 增 长 的 鱼 果 , 淡 氏 认为 只 会 是 每 人 平均 拥有 的 田地 、 房 

屋 等 生活 和 生产 资料 愈 来 傅 少 , 因而 收 人 赵 来 越 低 ;物价 上 涨 ， 

工交 下 降 , 劳力 越 来 越 不 值钱 ;失业 增加 ,社会 动 划 。 汪 氏 则 认 

为 是 人 民 委 困 ,人 口 质量 降低 ,社会 动 矶 不 安 ,国势 积 弱 !31。 而 

1] 《请 芽 档 过 稿 郑 一。 

[3] 大 阅 张 圾 如 屎 中 国人 口 轴 郁 测 员 156 一 157.166 一 167 身 。 世 是 要 指出 的 是， 

浴 ., 汪 一 人 所 说 的 人 中 与 生活 性 料 的 增长 速度 ,只 环 但 设 , 并 设 有 谈 际 的 调 覃 

钙 计 数字 必 光 根据。 

13] 大 阅 张 租 如 尽 中 国人 口 册 想 简 史 ,157 一 158.167- 16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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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这 些 结果 中 , 最 主要 的 和 最 直接 的 . 就 是 因 生 活水 准 下 降 而 

导致 贫困 化 。 要 避免 生活 水 蕉 下 降 ,就 必须 控制 人 口 增长 ,已 

是 必然 的 鱼 论 。 这 一 点 , 以 洪 、 汪 二 人 的 激烈 言论 为 标志 ,我 

们 可 以 认为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大 多 数 人 是 已 经 认识 到 了 的 。 

《二 江南 普通 人 民 对 于 人 口 控制 的 

站 要 性 的 认识 

虽然 清 栈 前 中 期 江南 人 民 忆 经 认 误 到 了 这 一 点 ， 但 是 他 

们 是 否 愿 意 为 了 保持 生活 水 淮 不 致 下 降 而 采取 某 种 人 口 控 制 

措施 昵 ? 李 中 清 对 于 清 代 皇室 人 口 的 研究 清楚 地 表明 : 清 代 

中 国人 不 仅 愿 意 这 样 做 ， 而 且 也 已 经 这 样 散 了 。 例 如 ， 在 

1700 一 1840 年 间 , 铺 宗 室 妇 女 的 结婚 年 龄 从 十 五 六 岁 提高 到 

了 二 十 多 岁 ,独身 的 比例 了 地 有 明显 提 商 ; 凤 时 宗 宁 男子 纳 塞 率 

也 有 惊人 的 下 降 ,他 们 每 个 事 宕 的 生育 率 以 及 每 个 家 庭 ( 单 妻 

或 多 妻 家 庭 ) 的 生育 率 , 也 都 在 降低 不仅 如 此 ,宗室 初生 村 

儿 揭 许 亡 率 也 在 变化 。1375 一 1800 年间 宗室 女 典 出 生 后 一 个 

月 内 的 死亡 率 竟 然 高 达 173, 比 委 庆 的 辽宁 族人 农户 还 商 。 早 

致 这 些 斑 象 的 主要 原因 ， 李 氏 认 为 是 宗室 成 员 从 国家 得 到 的 

津贴 减少 了 !U。 

本 节 的 讨论 表明 : 这 一 时 期 的 江南 人 民 已 经 清楚 地 知道 

要 避免 生活 水 准 下降 ， 必 须 控制 人 口 增长 。 而 从 上 节 分 析 可 

知 他 们 确实 在 使 用 不 同 的 方法 控制 人 口 增 长 。 这 两 者 之 间 存 

在 必然 的 联系 ,是 无 可 置疑 的 。 换 言 之 ,江南 人 民 使 用 这 些 方 

法 控制 人 口 增长 ， 万 是 为 了 加 和 钢 因 人 口 剧 增 而 变 得 贫困 。 清 

[1] Jamee Lee; The Histencal Demaotraph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: Recent Research 归 e 

8D]ts ad IEieatiena . 

167 者 

ee 

进 间 如 半 对 副 门 莫如 群 塌 湛 -. 茶 本 末 开 -机 坦 红 井 



【0DS8T 一 由 zL) 滞 这 乔 和 到 间 公 油 尘 人 姬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“一 一口 一 吓 

初 海 宁 陈 确 之 母 所 言 ， 就 代表 了 当时 江南 贫民 对 此 的 普遍 看 

法 。 她 说 :“ 吾 平生 无 负心 之 事 , 惟 于 二 十 四 岁 产 一 六 ,请 之 ， 

至 今 为 扰 ， 惟 时 贫困 既 甚 , 顾 室 中 无 一 有 ，…… 遂 民 忽 , 谓 吾 

父母 生 我 , 长 大 尚 如 此 受苦 , 是 本 码 港 沫 者 , 育 之 何 为 ! 徒 目 

韦 甫 被 耳 。 坚 和 欲 清 之 , 血 晤 不 能 起 , 使 诅 房 婢 彩 绣 六 之 , 罩 之 

浅水 中 ,一 橙 不 死 。 我 旋 黄 , 强 起 拭 门 自 遍 之 。 盖 回首 财 目 而 

后 潮 之 , 弗 能 视 也 。 赚 乎 ,各 岂 有 恕 笠 哉 ! ”Li1。 这 清楚 地 表明 了 

江南 人 民 控 制 人 口 是 为 了 避免 贫困 。 

李 中 清 的 研究 还 给 我 们 一 个 启发 : 在 控制 人 口 以 保持 生 

活水 准 不 致 下 几 方 面 , 经 入 境 狐 较 好 的 人 们 (站 宗主 成 员 ) , 比 

起 经 济 境 况 较 善 的 人 们 (如 辽宁 让 人 农民 ) 来 ,前 者 的 愿望 更 

为 强烈 , 所 能 采用 的 手段 也 更 为 充分 1。 我 们 认为 这 种 情况 

也 存在 于 富 襟 程度 不 同 的 地 区 的 人 们 之 间 。 前 面 所 引 刘 汪 洲 

的 鲜 究 结果 ， 已 表明 清 代 江南 的 生育 率 在 长 江 中 于 游 各 地 中 

是 最 低 的 。 而 伏 所 周知 ,江南 的 生活 水 准 在 全 国 各 地 中 却 是 

最 高 的 。 这 两 者 之 间 的 联系 ， 可 以 证 明 铺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民 

确实 比 其 他 地 区 人 民 ,更 加 愿意 来 取 各 种 手段 棕 制 人 口 增 长 ， 

以 梨 持 他 们 的 生活 水 准 直 降低 。 

四 “最 低 生 存 水 准 与 ”人口 压 力 质疑 

控制 大 口 增长 ,以 保生 活 语 格 ,这 就 是 浦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人 

[1 芝 阴 确信? 刚 晨 状 十 - 先 世 禹 束 记 覆 # 排 印 本 ,532 533 页) 。 

[2z] 李 喇 甘于 和 开 条 旅人 宏 村 大 口 的 研究 和 还 表 池 : 项 至 在 司 : 穴 旅 内 ,家 长 家 庭 中 

的 妇 人 得 茶 率 也 大 大 商 于 其 他 豪 谨 。 闪 庭 和 在 这 族 中 的 地 位 越南 ,家 放 中 去 芽 

的 出 三 赵 颁 ,这 已 经 碟 为 规律 (James [ee: The Histoncal Domogrephy dj Labc [om 

Perial Phina : Recemt Research Hesulta and implications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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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行 汶 的 基本 特点 - 但 是 这 个 结论 明显 地 和 本 文 开 头 握 到 的 

那些 流行 看 法 相互 冲 罕 。 要 证 明 本 文 结 论 正确 ， 就 必须 对 对 

立 的 看 法 进行 分 析 : 而 导致 这 两 种 对 立 看 法 的 关键 之 一 ， 在 

于 对 “最 低 生 存 水 准 ” 和 ”人口 压力 "两 个 问题 的 看 法 。 因 此 ， 

此 节 的 主要 内 和 就 是 对 这 两 个 术语 进行 讨论 。 

(一 六 最 低 生 存 水 准 ” 

如 前 所 述 , 许 雪 学 者 自沉 或 不 自觉 地 杠 信 :在 清 代 太 清 代 

以 前 前 中 国 ( 包 括 江南 ), 绝 大 霓 数 人 《 即 农民 和 小 手工 业者 ) 

- 直 生 活 在 极端 贫困 之 中 ,或 者 说 他 们 的 生活 处 于 一 种 "最低 

生存 水 准 ”- 这 种 看 法 可 以 引申 出 两 个 绪论 : (1) 因为 极端 条 

困 ,所 以 人 日 泡 法 增 氏 :本 2) 在 达到 完全 无 法 生存 之 前 ,社会 中 

的 第 大 多数 人 仍然 多 生 奢 育 ,. 放 任 人 口 增加 .很 明显 ,第 人 1 个 

结论 是 完全 不 能 成 立 的 , 芝 可 勿 论 。 但 是 第 (2 个 结论 则 做 言 

之 有 理 , 而 且 已 为 许多 学 者 在 有 意 或 无 意 中 于 以 接受 ,成 为 他 

们 美 于 近代 以 前 中 国人 口 行 为 看 法 的 出 发 点 之 一 。 换 言 之 ， 

由 于 人 口 行 为 以 这 种 “最低 生存 水 准 ” 为 莫 础 , 因此 只 要 还 能 

够 维持 这 种 水 准 ， 人 们 就 不 会 考 卢 控制 人 口 增 氏 。 可 见 ,“ 最 

低 生 存 水 准 " 是 近代 以 前 中 国人 口 “ 自 然而 然 "地 增长 (或 放任 

自流 地 并 长) 之 说 的 理论 基础 之 一 。 

虽然 我 们 迄今 尚未 见 有 人 做 出 确切 的 定 文 ， 但 是 按照 一 

般 的 理解 ,“ 最 低 生 存 水 准 ”(minimam substance level) 这 “ 概 

念 , 指 的 是 维持 人 类 肉体 生存 的 节 低 物质 带 要 的 水 准 , 所 以 黄 

宗 智 称 之 为 “ 铜 口 水准" 11。 这 种 理解 , 与 过 去 我 国 大 陆 史 坛 

对 明 清 农妇 生活 水 准 的 一 般 看 法 大 致 相符 ， 尽管 后 者 使 用 的 

[1 见 经 前 宗 智 村 人 审定 的 中 译 检 《长江 三 角 训 小 农家 尾 与 多 村 展 +。 

ae 

mr 一 

一 -和 4 中 -一 Iran 和 ri 一 必 eregreer 和 .和 - 吧 - 

洁 当 局 > 属于 辣 闫 娃 到 市 牟 .. 懂 碳 坪 丈 .本 肪 盐 谐 

169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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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

是 诸如 “维持 肉体 生存 " 水平、 维持 生理 需要 的 最 低 限 讼 水 

平等 林 读 由。 因此 对 于 大 多 数学 者 来 说 “最 低 生 在 水 准 " 这 

一 用 斌 ,已 经 具有 一 种 不 说 自明 的 意义 。 

然而 . 首先 应 当 弄 清 的 是 :到 底 有 没有 这 样 一 种 “最低 生 

存 水 准 "? 马克 思 在 对 资本 士 义 制度 下 的 工人 生活 进行 分 析 

时 指出 :在 一 个 社会 中 , 即使 是 处 于 底层 的 劳苦 大 灵 , 除了 纯 

熔 的 生体 需要 之 外 ,他 们 也 还 有 许 包 精神 的 和 社会 的 需要 ,而 

这 些 笛 材 的 范围 和 数量 通常 由 该 社会 的 一 般 的 文化 状况 所 次 

定 。 马 克 思 还 指出 : 劳动 力 的 价值 可 以 归结 为 一 定量 的 生活 

资料 ， 而 这 些 生 活 资 料 的 总 和 应 当 足 以 使 劳动 者 个 体能 够 在 

正常 生活 状态 下 维持 自己 并 养育 后 代 。 劳 动 者 灶 于 必 不 可 少 

的 生活 资料 的 需要 有 一 个 范围 ,这 个 范围 是 坊 史 的 产物 , 索 半 

取决 于 一 个 国家 的 文化 水 平 。 因此 ， 在 一 定 的 国家 和 在 一 定 

的 时 期 , 必要 生活 资料 的 平均 范围 是 一 定 的 司 。 我 认为 马 死 

思 的 这 一 看 法 很 有 道 到 。 从 这 个 立场 出 发 来 看 ， 即 使 清 代 前 

中 期 江南 人 民 的 生活 水 准 真 的 是 极 闪 低下 ， 它 也 雇 不 是 一 种 

和 权能 泪 足 人 类 肉体 生存 的 最 低 物 质 需 要 【或 情 口 ) 的 生活 水 

准 。 其 次 , 清 代 江南 人 民 的 平均 生活 水 准 ,也 可 以 归结 为 一 定 

[1 在 1980 年 代 中 期 以 前 的 大 陆 中 国 癌 许 中 研究 中 ， 大 替 数 学 者 认为 骨 清 江南 

闪 昆 生活 极 庚 黄 困 .其 早期 代表 者 如 陈 振 祖 , 认 浓 “地租 额 不 伍 雷 大 了 (和 农民) 

全 部 的 苯 作 劳动 ,直至 己 椒 取 了 大 部 分 的 必要 荣 么 , 伺 农民 所 有 , 基 至 不 足 

“维持 岗 坷 生存""! 陈 哲 议 :《 明 末 清 初 (1620 一 1720 年 ) 中 国 的 农业 劳 动 生产 

素 , 地 租 和 土地 灶 中 +。 在 此 荐 作 中 ,江南 在 主 要 研究 疝 夺 之 一) 计 种 观点 是 

大 陆 史 兴 界 甘于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剩 痢 严 直 的 剖 收 认识 的 -部 耸 《〈【 例 如 自 钢 认 

为 “地主 抗 惜 地租. 商 间 利润 ,高利贷 利息 等 三 种 形式 . 棒 取 个 位 肖 民 全 部 出 

剑 劳 动 和 夫 评 分 必 可 劳动 的 生产 物 , 把 个 悚 在 民 的 生存 手 朋 降 俩 到 继 扼 生理 

需要 的 最 低 限 度 。” 见 自 钢 :; 《中 国 封 建 社 会 长 期 延续 问题 论战 的 由 瑟 与 有 

展 》)。 芝 案 轨 拖 出 "最 花生 存 永 众 " 【或 “ 贿 口 水 难 ” 这 一 委 念 ,很 大 程度 上 是 

可 到 上 还 殉 解 的 影响 。 

[23] 马 况 岂 : 必 巧 况 里 大 烙 斯 全 间 4 第 23 疮 ,中 主机 ,194.26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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芥 的 生活 资料 ,而 这 种 皮 要 告知 资料 的 平均 范围 也 是 社会 .经 

济 .文化 长 期 发 展 历史 的 产物 , 具有 明显 的 时 代 与 地 域 特点 ， 

并 且 也 具有 相当 的 稳定 性。 困 8 此 ,最低 生存 水 准 " 一 类 术语 ， 

姑 不 论 是 否 合 平 清 代 中 国 的 实际 ,就 是 从 司 克 十 的 立场 来 看 ， 

这 具 术语 种 身 显 然 也 很 成 问题 。 对 于 我 们 的 研 兆 而 言 ， 更 为 

恰当 的 说 法 ,应 当 是 “平均 生活 水 准 " 这 类 比较 客观 .中 性 和 不 

带 感 情色 彩 的 术语 。 

事实 上 ,请 代表 中 期 江南 的 平均 生活 水 准 之 高 ,个 奴 在 中 

国 各 个 地 区 中 首屈一指, 而且 在 当时 的 世界 上 也 凶 列 前 茅 C。 

副 合 到 了 19 直 纪 前 学 叶 ， 也 涂 有 有 为 的 证 据 表 明江 南 的 平均 

生 疾 水 准 比 以 前 下 降 , 相反 倒 可 能 有 一 定 程度 的 提高 [1。 因 

此 ,此 时 期 江南 大 民 的 平均 生活 水 淮 , 当 然 不 会 是 上 述 那 种 仅 

能 病 足 人 类 肉体 生存 的 最 低 物质 需要 (或 铺 口 }? 的 生活 水 准 。 

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到 : 即使 以 清 代 中 国 备 末 地 区 的 生活 水 准 作 为 

“最 低 生 存 水 蕉 ”， 订 南 的 平均 生活 水 准 与 这 种 “最 低 生 存 水 

准 " 之 间 也 还 有 相当 大 的 距 离 。 因 此 ,如 果 证 南 人 民 不 采 取 措 

施 拧 制 人 口 增加 的 话 ， 密 出 和 后 的 人 口 未 必 就 不 能 养 宕 。 伍 大 

[机 师 标 认 汶 : 铺 代 前 期 ( 特 齐 是 18 世纪 中 国 农民 , 比 起 足 易 十 四 和 有 路 曼 十 六 

时 代 靶 瑟 民 .19 世纪 前 期 普 旧 士 农 民 , 吉 生活 得 更 好 。 这 -时 期 中 国人 民 购 

生活 条 件 ， 电 优 于 幕府 时 伐 的 日 本 生活 素 忻 【 兄 何 炳 棣 : 《中 国人 口 斌 究 : 

1368 一 19533 .194 页 1) 江 阁 的 生 笑 来 蕉 在 中 国 备 旭 下 中 是 最 高 的 ,并 总 肯 是 比 

全 国平 均 来 准 高 出 乎 消 。 困 此 ， 江 南大 必 的 生活 出 上 述 国家 上 人民 在 各 青 藉 时 

期 有 的 生活 是 得 事 , 让 当 说 是 没 存 是 问 的 【 美 寺 生活 水 下 的 问题 . 奈 阅 已 收入 本 

书 的 { 竺 息 前 中 期 江南 罕 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# 一 交 1。 

fi2] 在 铺 代 ， 江 南 人 民 的 生活 水 准 和 不 羽 没 有 王 降 ， 相 兵 很 可 能 便 十 在 银 懂 地 上 

开 。 例如 , 狐 生 五 关于 明 清 开业 和 雇工 的 研究 吉明 : 自明 伐 后 期 以 来 ,直至 清 民 

中 期 ,江南 农业 中 的 长 工程 短工 的 实际 收 人 都 在 增 训 . 明示 要 4 一 了 个 劳动 者 

充分 就 炎 ， 才 能 殿 状 1 个 劳动 者 过 同样 的 生活 ; 但 旺 在 清 代 中 期 却 只 要 1 一 3 

人 出 雇 , 就 可 以 维持 另 :个 人 址 周 样 的 生活 《【 魏 金玉 :《 明 清 时 代 农 业 中 等 毁 

性 雇 俩 雾 动 向 非 葡 绒 性 唐 媳 芳 动 的 过 葵 #)。 关 于 这 个 阿 题 . 我 们 撤 月 后 另 作 

专门 讨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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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人 届 并 未 这 样 作 。 因 此 ， 把 “最 低 生 存 水 

准 " 作 为 人 口 行 为 的 基础 是 不 符 事 实 的 。 

【二 六 人 人口 压 力 ” 

由 “平均 生活 水 准 ” 出 发 ,我 们 重新 来 看 一 看 对 本 文 开头 

所 谈 到 的 “人 打压 力 ” 问题。 尽管 这 个 问题 十 分 复杂 , 不 是 一 

篇 文章 可 以 说 清楚 的 ， 但 是 由 于 它 与 本 文 的 中 心 论 骨 有 密切 

关系 ,所 以 仍 有 必要 在 此 略 作 涉 及 。 很 明显 ， 要 判断 是 否 有 

“人 人口 压 力 的 出 现 或 加 剧 , 血 先 应 当 弄 清 到 砍 什 么 是 ”人口 压 

力 。 换言之 ,必须 抱 给 “人口 压力 ”一 个 合适 的 定 头 ,才能 据 

之 判断 人 口 增长 到 底 是 否 过 快 。 因 此 ， 下 面 我 们 主要 集中 于 

对 ”入 口 压 力 " 定 尺 的 探讨 : 

按照 通常 的 理解 , “人口 压 力 ” 即 人 口 对 于 现 有 资源 的 压 

力 , 指 的 是 人 口 数量 与 质 产 (在 近代 以 前, 主要 是 耕地 ) 煞 量 之 

间 的 比例 关系 。 不 过 ,在 一 般 使 用 中 “人 日 压力 出 现 ”通常 

指 由 于 人 口 增 长 速度 超过 了 认 源 增长 速度 ， 使 得 人 均 资 源 的 

数量 降低 到 其 种 水 平 以 下 ;而 “人 1 压力 加 剧 ", 则 是 指 人 者 次 

源 的 数量 在 低 于 某 种 水 平 之 后 还 在 继续 碱 少 -“ 清 代 中 国人 

口 压 力 严 重 " 论 或 “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人 口 增 长 过 快 ” 论 的 主要 

立论 根据 , 即 是 人 口 增加 的 速度 大 大 超过 耕地 增加 的 速度 。 

这 种 理解 无 疑 有 其 正确 的 方面 ， 但 是 我 们 认为 它 不 名 全 

面 。 首 先 , 即使 是 同一 种 资源 (特别 是 耕地 ),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， 

在 自然 性 质 方面 往往 有 很 大 的 差别 ， 难 以 用 一 个 绝对 的 标准 

来 衡量 。 其 次 ,人 类 对 资源 的 利用 方式 在 不 断 变化 ,因而 同一 

数量 资源 的 生产 能 力也 会 不 断 变化 。 第 三 ， 人 类 在 利用 某 些 

资源 的 (例如 耕地 ?同时 ,往往 也 不 断 地 对 其 如 以 改良 ,因此 不 

能 用 一 种 静止 的 眼光 来 看 待 资 源 。 第 四 ,资源 虽然 很 重要 ,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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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 只 是 后 产 的 基本 要 素 之 一 ,要 把 它 变 成 人 类 所 需 的 产品 ,还 

需 其 他 牛 产 要 素 配 合并 经 过 生产 过 程 。 由 于 以 上 种 种 差 算 ， 

同一 单位 的 同 种 党 资源 之 转化 为 产品 的 数量 ， 往 往 因 时 四 地 

而 异 ， 有 时 甚 至 会 有 非常 大 的 差别 。 如 果 使 用 某 一 时 期 某 一 

地 区 的 人 均 耕 地 或 其 他 某 种 的 资源 数量 作为 标准 ， 来 判别 另 

-时 期 另 -地 区 是 否 估 口 压力 严重 ,显然 是 有 问题 的 。 例 如 ， 

从 其 香 采用 近代 欧美 .日 本 的 标准 和 湛 亮 吉 所 说 的 清 代 标准 ， 

认为 和 国人 均 耕 地 应 达 4 调 ,地 能 维持 "最 低 生 活 程 度 ” ;而 人 

均 耕 地 达 10 一 12 替 ， 才 能 达到 “比较 温饱 ”的 “中 等 生活 程 

度 "。 有 明代 南 直 录 (江苏 .安徽 ) .浙江 .江西 诸 省 有 3v4 以 上 的 

州 府 人 均 糙 地 低 开 10 亩 ,1z55 的 州 府 甚至 还 低 于 4 声 , 因 此 都 

属于 耕地 不 中 人口 过 剩 的 地 区 14。 人 是 吝 松 交 指 出 , 企 清 代 

前 中 期 的 南方 舟 作 区 ,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, 人 均 2> 调 耕地, 加 上 一 

业 , 也 就 能 够 基本 狭 足 一 个 人 的 生活 需要 ; 币 在 江南 , 甚至 人 

均 1 调 耕 屯 也 可 以 养活 一 个 人 0 。 由 此 而 言 ,明代 上 述 省 份 很 

难说 已 存在 人 口 过 剩 或 人 口 压 力 。 此 外 ,明代 后 期 上 述 省 份 中 

的 一 些 发 达 地 区 (如 兰州 . 喜 兴 一 带 ), “上 农夫 一 人 ,上 正 能 治 田 

十 亩 , 故 田 密 者 印 个 人 赫 厢 而 收 其 租 "f131。 在 人 口 不 太 稠密 . 灌 

和 误 条 件 较 好 的 松江 西部 , 一 去 一 妇 都 下 田 劳动 ，-- 般 也 不 过 种 

稻 25 亩 左右 [4l。 而 从 吕 料 记述 来 看 ,他们 的 生活 已 达 温 和 馅 (如 

何 和 良 俊 说 松江 西部 农民 “ 吃 鱼 干 . 百 米 做 种 田 "), 尽管 以 一 家 

5s 口 计 , 他 们 的 大 均 耕 地 不 过 2 一 5 调 而 已 。 

耳 此 我 们 认为 :由 于 生产 包 售 了 资源 特点 、 资 源 利用 、 资 

许 改 良 以 及 资源 以 外 的 生产 要 素 等 更 为 全 面 内 雁 , 所 以 把 “人 

Et 外 得 香 坟 论 明 全 这 南 地 区 的 大口 害 诬 基 其 对 经 独 上 发 展 的 影响 》。 

[2] 昔 检 久光 祖 前 期 南方 和 作 区 的 慷 售 生产 》。 

[13] 张 旦 拌 :# 补 寂 其 + 总 论 ”- 

[4j 人 和 何 良 婚 区 四 友 青 内 说 ,着 十 四 史 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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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s8L 一 sg 有 济 测 可 站 上 台 水 山 

人 

下 尾 - um 上 一 到 

口 压 力 "解释 为 人 口 与 生产 之 间 的 关系 ,似乎 更 为 妥当 。 不 仅 

旭 此 ,由 于 生产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满足 人 类 的 物质 生活 需求 .因而 

大 口 与 生产 之 间 的 关系 ， 还 可 以 简化 为 人 口 与 生活 资料 之 间 

的 关系 。 上 由 此 而 言 ， 人 日 压力 出 现 ”, 可 以 说 是 由 于 大 口 增长 

速度 超过 了 生活 资料 的 增长 速度， 使 得 人 均 生 活 资 料 的 数量 

降低 则 某 种 水 平 以 下 六 人 口 庄 方 加剧 ”, 则 指 人 均 生 活 资料 的 

煞 最 在 低 于 某 种 水 平 后 壕 继续 减少 。 这 里 所 说 的 “ 某 种 水 平 ” 

可 作 多 种 解释 (例如 以 不 同 国家 不同 地 区 桩 某 -特定 历史 时 

期 的 情况 为 标准 ), 但 就 处 于 某 一 时 期 的 其 -地 区 而 言 , 看 来 

采用 该 地 区 原 有 的 平均 生活 水 准 【 即 已 有 的 人 均 生 活 和 质料 的 

数量 ) 为 基准 ,更 为 合适 。 

从 生产 与 人 口 的 关系 出 发 、 以 原 有 生活 水 准 为 基准 来 定 

义 “ 大 口 压力 ", 其 二 要 优点 在 于 :首先 ,这 个 定义 使 我 们 能 够 

把 人 口 问题 和 生产 同 题 紧密 地 联系 起 来 作 探讨 ， 而 不 是 扼 开 

生产 (或 者 在 某 种 认为 生产 停 名 的 默认 前 担 下 ) 亚 立地 研究 人 

口 变化 。 其 次 , 它 也 使 我 们 能 够 从 生产 的 终端 (生活 资料 ) .而 

不 是 从 始 端 ( 资 源 ) 来 看 待人 口 问 题 。 第 三 , 以 最 终 产 品 的 数 

量 来 作为 标准 ,可 以 包容 更 如 全 面 的 内 容 。 最 后 , 它 以 原 有 的 

平 多 生 活水 准 为 标准 ,也 可 以 使 我 们 在 分 析 问 题 时 ,能够 更 加 

客观 地 对 判断 和 确定 一 个 地 区 在 一 个 时 期 中 ,和 到 底 是 和 理 出 现 

了 入 口 压 力 ? 如 果 出 现 了 ,那么 这 种 压力 究竟 有 多 大? 它 是 否 

确实 在 不 断 加 剧 ” 等 等 。 

显然 ， 有 从 这 个 定义 来 看 清 代 前 中 期 中 国 的 人 口 增长 回 

题 ， 我 们 就 会 得 出 许 碌 与 过 去 流行 的 看 法 相左 的 绪论。 例如 

从 江南 而 言 ,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一 百年 中 ， 人 口 年 增长 率 已 被 控 

制 在 3%o 这 样 一 个 水 平 上 。 如 果 该 地 区 经 莘 年 增长 率 达 到 其 

圣 趣 过 3qo ， 那 么 就 不 能 说 因 人 口 增加 超过 了 经 济 增 长 而 构 

成 严重 的 人 口 计 为。 而 3%e 的 经 济 年 增长 率 , 意 味 着 整个 经 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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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 在 一 百年 中 大 约 扩 大 一 倍 。 这 里 , 我们 可 以 大略 地 看 一 

看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主要 工农 业 产 品 的 增长 情况 . 在 农 产 总 方 

面 ， 虽 然 洒 南 1850 年 的 水 稻 总 产量 比 1620 年 代 可 能 只 增加 

了 和 人 501。 介 由 于 复种 制 的 进 - 步 普 及 , 轧 收 作物 ( 麦 , 忌 、 油 

菜 籽 等 ) 的 产量 肯定 增加 更 多 。 浆 , 棉 .又 等 经 济 作物 的 亩 产 

值 比 水 舟 高 021, 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棉 、 柔 的 种 植 叉 比 明 代打 

天 了 许 密 ,所 以 江南 农业 总 产值 也 随 之 天 大 增加 131。 在 工业 

产品 方面 ,在 此 时 期 内 ,江南 的 株 布 产量 增加 了 1 人 悦 以 上 上 14] ， 

丝 岗 产量 则 更 多 051。 总 之 , 清 代 中 期 红 南 的 工农 业 生 产 总 值 

比 明 代 后 期 增加 一 倍 , 应 当 是 十 分 可 能 的 。 此 外 , 清 代 前 中 期 

江南 的 商业 .人 金融 业 .服务 业 等 均 比 明代 后 期 发 达 , 因 面 这 些 

行业 创造 的 社会 生产 站 值 也 有 较 大 增加 。 因此 从 许 密 方面 来 

推测 ， 该 地 区 经 济 年 增长 率 达 刘 甚 至 超过 3 名 ec 昂 全 可 以 做 

到 的 。 作 为 这 两 方 而 变化 的 综合 产物 , 此 时 期 江南 的 平均 生 

活水 准 自 然 不 庶 下 降 , 相 友 应 当 会 有 所 提高 。 事 实 也 确实 如 

此 。 困 此 要 说 此 时 期 的 江南 出 现 了 严重 的 、 不 断 加 剧 的 人 口 

庄 力 ,不 太 侣 乎 还 辑 。 

吐 事 举 事 类 

最 后 ， 我 还 想 从 更 广 的 意义 上 谈 一 谈 上 述 人 口 史 研究 所 

引发 的 问题 。 

在 过 去 的 清史 研究 中 , 存在 着 一 种 我 称 为 “近代 至 上 论 

的 倾向 , 即 认 为 主要 是 起 东 于 西方 的 近代 思想 观念、 组 织 和 

ft 李 伯 重 : 们 天 "地 "人 "的 变化 与 明 请 江南 的 水 稍 生产 *。 

[23] 李 怕 重 : 怪 又 争 称 田 “与 江南 宏 业 生产 集约 程度 的 提高 ?发 明 清江 南 农业 资源 

的 合理 利用 》。 

[3] 农业 总 产值 增 币 的 情况 ， 大 阅 丰 人 了 重 【Bozhong :dgHculiural Depelopmant 下 

imgmar，7620 一 了 8、ch.7 了 。 

[4] 虹 半 明 灵 中 国 必 本 主 党 与 国内 市 场 y,260 页 。 

[5] 例如 范 人 铭 民 认为 增加 了 妇 人 悦 。 且 站 康 民 以 请 找 江 南 些 辆 的 国内 贸易 ?#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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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958L -一旦 zT 人 这 类 可 站 部 于 落 内 

下 人 全 如 下 

技术 等 都 至 高 无 上 ; 没有 它们 . 就 没有 发 展 , 没有 进步 。 清 代 

前 中 期 的 中 国 ， 由 于 确实 没有 产生 或 引进 这 些 近 民 奥 想 、 观 

念 . 组 织 和 技术 .所 以 必然 是 社会 僵化 ,经济 停滞 。 这 年 来 海 

内 外 中学 的 发 展 ,已 推翻 了 上 日 有 的 “和 守 代 社会 经 济 停滞 "” 论 。 

但 是 在 许多 重大 问题 的 研究 中 , 这 种 “近代 至 上 论 ”的 影响 仍 

然 存 在 。 监 型 的 蚀 子 之 一 ， 就 是 对 过 去 的 中 国人 口 行为 的 秽 

多。 根据 这 种 依 见 ， 在 近代 生 音 观念 和 近代 医药 知 襄 出 现 和 

普及 以 前 ,中 国人 口 行为 的 特征 是 斌 任 增长 .在 人 口 控制 方面 

无 所 作为 .结果 自然 是 人 口 剧 增 或 *“ 人口 爆炸 "。 然 而 ,正如 本 

文 讨 论 所 示 ， 即 使 是 在 近 伐 生育 观念 和 近 找 医药 知识 引进 以 

前 很 入 的 清 绕 前 中 期 ， 江 南 的 大 民 已 经 在 运用 种 种 方法 控制 

人 1 增长， 使 得 人 口 增 长 与 经 济 增长 之 间 保 持 了 一 种 至 洗 是 

同步 前 进 的 和 谐 关 系 ， 从 而 避免 了 经 济 增长 的 盛 果 被 过 快 增 

长 的 大 口 所 吞噬 。 这 种 非常 “近代 ”的 观念 和 相应 的 措施 , 确 

实 梨 证 了 江 志 经 济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两 个 世纪 中 有 可 观 的 发 

展 , 并 及 能 够 提 伐 必要 的 积累, 成 为 中 国 新 生产 方式 的 主要 播 

篮 。 如 果 以 促进 生产 力 发 展 作 为 判别 某 一 事物 或 现象 是 将 属 

于 “近代 "的 标准 的 话 ,那么 我 们 可 以 说 :在 公 试 的 那些 近代 思 

想 .观念 .组织 和 技术 等 被 引进 之 前 很 炙 ,中国 (至 少 是 某 些 地 

区 ) 人 民 的 若干 所 为 就 已 经 相当 地 "近代 化 "了 。 在 某 些 方面 ， 

反而 是 后 来 不 如 以 往 。 则 型 的 例子 是 :如 果 在 1949 年 以 后 ,中 

国 太 陆 的 大 口 能 够 以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大 吕 增 长 速 谍 【 即 年 

增长 率 为 3%o 左 右 ) 寺 加 的 语 .我们 今天 也 不 必 为 人 口 过 番 的 

问题 而 苦恼 了 。 因 此 若是 为 “近代 至 上 ”的 二 见 所 莹 毅 , 香 认 

过 去 确实 存在 的 龙 实 ,把 十 人 都 看 得 明 不 可 及 , 那 倒 是 有 失 全 

风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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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胎 .避孕 污 绝 育 : 

宋元明 清 时 期 江浙 地 区 的 
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与 传播 

二 二 办 二 

泣 赤 煌 酒 同 料 如 旗 站 三 进 亚 网 纤 续 门 辣 要 朋党 册 洲 可 司 盯 业 陋 , 评 国 

平 四 .da 一 一 -一 一 此 上 一 于 一 

地 尔 莫 斯 认 为 近代 碎 前 中 国 的 人 口 行 为 , 是 一 种 “自然 ” 

的 生理 行为 。 作 为 这 种 “ 肯 然 "生理 行为 的 铺 果 , 近代 以 前 中 

国 的 大 口 变 化 , 就 是 -个 不 断 增 民 的 过 程 ;: 只 有 “积极 制衡 ” 

《 即 成 争 、 疗 疫 、 读 荒 等 ) 所 导致 的 死亡 率 上 升 , 才能 制止 这 种 

增加 。 马 兵 的 这 一 观点 为 中 外 学 者 广 证 接受 ， 成 为 研究 近代 

以 前 中 国人 口 问题 的 软 认 前 提 之 一 L1。 但 是 近年 来 中 国人 口 

史 研 究 的 新 进展 ,已 证 实 此 观点 并 未 符合 中 国 的 历史 实际 ,只 

”一 血本 mm 

[站 号 尔 萨 斯 本人 把 中 国 视 为 上 责 过 “预防 性 制 狂 " 机制 的 主要 非 西方 社会 之 ,在 

这 种 社会 中 “积极 制 竹 " 机 制 是 图 止 人 品 增 长 的 届 一 手 航 。 秦 疯 李 中 清 与 芋 

丰 “Jarnes Lee and 本 ang Fen):。 肌 aiiRiurcam 币 ERogpoey 人 全 大 肌 ms edyr -Te 

PoppHiaHem 有 isform r De 人 uarter 咱 用 gm，7700 一 2000, 第 2.4.6 音 。 

这 一 观点 王 近 并 中 外 学 者 广 渗 采 山 - 例如 秦 根 镍 认为 :过 去 中 国 上 口 的 

变化 “完全 决定 于 出 上 秒 与 死亡 两 种 力量 的 对 比 "。 由 于 手 会 生产 的 监 震 和 医 

药 的 进步 ,死亡 率 下 降 .因而 * 具 长 期 来 看 ,类 口 ) 增 长 率 自 航 握 商 "。 他 并 且 

其 住地 指出 ;在 清 代 韦 捧 的 汪 疝 ,由 于 "是 个 值 米 之 内 .生活 关 件 姑 越 ,人口 

自 扒 时 闭 大 增 ”( 见 素 集 而 区 明 铺 社会 经 神 史 论 稿 3 ,244- .2465 页 1- 黄 宗 智 也 

持 相 似 的 观点 :认为 近 我 以 前 宁国 局 旧病 姥 和 早 婚 ,入门 变 化 主要 可 包 于 死 

亡 率 的 变化 《 见 halip Han 区 : 了 Re PPeayar ENHUEY Gnd 术 aray Bebefopmerti im 乓 e 

了 an Date， 了 3 一 了 PS3 嫩 ,了 23 抽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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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0S8I 一 办 ZL) 凋 训 乔 副 症 部 融 消 卉 

不 过 是 :种 "神话 "而 已 是 1 ， 

李 中 清 利 王 丰 在 其 破除 马尔 萨 斯 神话 、 再 现 中 国 历史 真 

相 的 最 新 研究 成 果 中 ,揭示 了 一 个 出 平常 人 意料 的 重要 事实 : 

清 代 中 同 妇 玄 的 生育 率 . 大 大 抵 于 中 世纪 后 期 方 至 近代 早期 

西欧 妇 雪 的 生育 率 [21。 由 此 引出 了 :个 问题 : 为 什么 中 国 妇 

玄 的 生育 率 会 比较 低 ? 人 台 理 的 解释 荐 她 fj 末 本 了 某 些 方法 束 

控制 牛 育 ， 从 而 有 效 地 降低 了 生育 率 。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第 “个 

后 题 : 她 们 究竟 采取 了 些 什 么 方法 米 减 少 生 育 次 数 ” 鉴于 此 

身 题 对 于 中 国人 大 口 史 研 究 具 有 重大 意义 ， 而 以 往 学 界 的 鲜 完 

尚 不 多 见 , 因 此 有 必要 在 此 作 一 专题 考察 . 

节制 生育 并 非 近代 独 有 的 现象 。 在 近代 以 前 很 名, 许多 

地 点 的 大 民 就 已 采取 各 种 于 段 来 控制 生育 了 441。 但 不 容 耕 认 

的 是 ,大 老 数 近代 以 前 的 节育 手段 的 效果 颇 为 有 限 。 例 如 在 

西欧 ,时 在 希腊 罗马 时 代 , 就 已 有 使 用 节育 方法 的 记载 。 但 是 

一 直到 了 近代 早期 , 节育 方法 仍然 相当 落后 。 以 17、13 世纪 

的 英国 为 例 ， 路 胎 仍 是 最 主要 的 生育 控制 手段 ,最 党 使 用 的 

仍 是 那些 已 行 用 客 年 的 传统 方法 ， 例 如 让 孕妇 许 热 水 襄 、 服 

强 演 药 、 中 卓 子 ,. 骑 奔 马 等 。 当 时 也 有 一 些 节育 的 药物 (主要 

是 将 某 种 检 属 植物 savin 的 枝 端 烤 干 作 药 服用 ) 与 镍 只 方 法 

[1] 大 阅 前 引 Jampea Lee 监 寅 ang Fecng: 肌 alfhusrian Nonesy and insse eadmy: 二 

里 :《 李 中 和 祖 谈 美国 新 的 中 国人 人口 出 研 论 》; 以 杰 李 傣 重 ,《 控 山 二 长， 以 保 南 

褚 一 镁 代 醒 中 期 和 江南 的 人 口 行为 了 。 

[2] 在 近代 以 前 的 西 睫 ,一 个 已 婚 妇 去 平均 生育 位 个 玉 子 , 而 中 国 妈 京 投 和 生育 

合营 子 。 更 仔细 地 厢 , 1700 一 1840 年 间 征 朝宗 本 一 夫 - 硒 家 许 ,平均 每 个 侈 

厅 只 生育 4 一 5.5 合 蕊 了 于。 在 实行 过 讲 峙 的 训 麻 中， 每 个 父亲 平均 也 只 生育 

6 一 10 沾 孩子 -与 北 相 对 照 .西方 的 一 去 一 春 家 庭 短 个 呈 亲 平均 生育 上 一 1 个 

防 子 ,而 实行 志 制 的 家 庭 中 ,此 个 贫 间 平均 生育 的 璃 子 弄 过 达 15 一 5 个 。 

大 病 前 引 李 中 请 与 和 王 丰 书 ,第 1.6 章 。 

[3j] “ 壬 于 这 记 面 的 情况 , 闪 冰 伯 纳 秋 ， 阿 斯 的 尔 交 各 学 药 片 一 -一 个 改变 世界 的 

药物 传 击 3, 第 5 音 。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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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要 是 以 强力 挤 揉 菠 妇 腹 部 ), 不 过 使 用 非 澡 局限， 而 且 歼 

果 也 很 差 。 在 避孕 方面 ， 真 正 育 效 的 方法 ， 只 有 延长 哺乳 期 

和 性 交 时 体外 排 精 两 种 ， 而 这 两 种 方法 在 实际 运用 中 蚂 族 

障碍 011。 在 此 时 期 ,也 出 现 了 两 种 对 后 世 有 重大 影响 的 避 孚 

方法 一 一 避孕 套种 阴道 放置 海绵 术 。 太 过 在 当时 , 这 两 种 方 

法 的 运用 主要 是 为 了 防止 缕 上 性 病 , 并 目 避 挟 , 而 且 运 用 范 

围 非 常 有 限 01。 因 此 就 西欧 的 情况 而 育 , 近 代 以 前 所 使 用 的 

生育 控制 手段 尚 处 于 落后 阶段 。 正 因 如 此 , 无 怪 乎 当时 阳 网 

妇女 生育 率 会 非常 之 高 。 

生育 控制 在 中 国 出 现 也 很 早 , 不 过 从 一 些 关 于 生育 控制 

的 主要 事例 来 看 ,在 宋代 以 前 ,生育 控制 手 惨 的 使 用 主要 限 

于 上 层 社 会 和 大 都 市 (31 ,很 少 涉及 广 天 的 普通 民 傣 。 大 体 而 

言 , 到 了 床 元 明 清 时 代 ， 生 育 控制 才 在 中 国 一 些 地 方 逐 崭 普 

及 ,成 为 这 些 地 方 人 口 行 为 的 重要 特征 之 一 ， 而 在 这 些 地 方 

中 , 江浙 地 区 又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地 位 。 我 过 去 对 江南 人 口 变 

化 的 研究 表明 : 正 是 在 南宋 后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这 5 个 世纪 内 ， 

14] 民 下 ，FE7hen ， ma 中 Prmarnig um 人 recer 丙 opaai 册 P 辣 于 全 了 了 和 wwremea 全 mn 了 Phe 

Fanigiy ， 人 TREE 时 rrimge xm 加 mnc 4150 一 了 00 ，52 、 262 、263 、266 、305 、 

325 艳 ， 

12| 前 音 野 里 出 现 于 17 世 妃 后 期 ,其 迹 用 企 ] 直 世纪 初期 的 伦 辑 上 屋 社会 人 

士 中 已 得 到 一 定 程 庶 的 背 焉 ; 后 者 世 差 不 事 同 时 出 现 ， 但 主要 流行 于 娼 

大 中 。 见 Stone， Te Fanily，Sex dd Jarriage 站 Engianz 1500 一 1800 . 

305 一 306 页。 

[3] 例如, 据 4k 丝 论 通 鉴 3 着 三 二 三 嘉 硕 建 平 元 年 解 光 讲 , 西 这 成帝 志 , 昭 仪 赵 合 德 

专 宣 , 苇 他 六 妃 宫 人 怀孕 后 ,被 赵 氏 吝 令 “ 饮 药 伤 哺 者 无 元 ”。 和 如 《了 旧 府 书 》 变 

尝 元 献 栖 后 忧 载 : 玄 宗 为 太子 时 ,太平 公主 总之 -“ 后 方 娠 , 上 子 效 调 张 说 蝇 : 

“用 章 者 不 艇 吾 密 秀山 , 碘 神 下 此 妇 上 ,其 如 之 何 * 密令 辜 怀 去 胎 药 而 和”。 大 

都 市 ! 特 别 基 南城 ) 谋 民 谭 上 暑 胎 药 的 博 况 也 消 .例如 据 宋 代 医 察 张 果 《 医 说 ?所 

恢 才 高 医 录 》 踪 文 ,“( 诊 代 ) 京 师 有 一 妇 人 人 姓 白 , 有 美容 , 京 上 大 络 称 白 牡 丹 , 货 于 

胎 药 汶 生 ".。 因此 可 而 . 宁 代 以 前 医学 知识 上 器 医 疗 服务 仙 孚 主要 局 限于 上 层 社 

全 和 和 大 者 市。 证 江浙 而 言 , 足 管 # 小 品 方 # 中 已 记录 了 一 些 节 育 药方 ,人 普通 民 

炊 ! 特 别 是 农民 1] 人 恢 吉 采 取 痢 墨 方法 来 控 抹 上 品 。 这 是 未 下 为 怪 的 。 

雪 杰 煌 酒 骨 料 齐 请 寺 台 进 开 网 芷 综 关 闭 孚 诈 恒 训 关 本 煌 二 用 - 剧 国 a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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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 地 区 大 口 变 化 方式 由 先前 的 高 速 增长 , 转变 为 此 时 期 的 抵 

速 增 长 IU。 将 这 两 个 现象 联系 赵 来 ,我 们 可 以 发 现在 生育 控 

制 的 普及 和 大 口 变 化 左 式 的 转变 二 者 之 闻 , 存在 着 密切 的 关 

系 。 相 过 ,我 过 去 关于 江南 地 区 大 日 控 制 问题 的 会 究 ,时 间 仅 

限于 铺 代 前 中 期 , 地域 也 只 是 清和 代 的 苏 、 松 、 常 .镇 、. 宁 . 杭 、 

喜 、. 淹 和 太仓 从 府 一 州 之 地 ,而 所 曾 谈 到 的 人 口 僚 制 手 吴 , 也 

包括 了 生育 症 制 之 外 的 方法 [4。 在 本 文中 ,我 将 集中 探讨 嘎 

胎 . 避孕 与 绝育 这 三 种 生育 控制 方法 及 其 运用 情况 和 传播 途 

径 的 问题 ， 而 且 讨 论 所 涉及 的 时 空 范围 ,也 将 扩 太 到 南宋 到 

清 中 期 的 江浙 地 区 。 

为 方便 论述 . 本文 将 根据 使 用 药物 与 否 ， 把 所 要 讨论 的 

生育 控制 方法 分 为 两 类 ， 即 药物 节育 和 非 药 物 节育 ， 依 次 论 

述 之 。 

-一 -= 

[8T 一 05z1) 内 淹 融 问 蝴 水 滑 

- 是 和 四 本 

一 ”药物 节育 方法 及 其 运用 

江浙 人 民 使 用 药物 入 制 生育 , 志 有 长 入 的 历史 。 早 在 南 

朝 上 时代 的 医 症 & 小 品 方 和 中 ,就 已 有 姑 胎 和 上 电 产 的 药方 131。 

[11 江 计 地 区 的 大口 .在 唐 懂 利 北宁 时 期 时 更 出 高 速 增长 之 执 ， 亿 自 南宋 至 渍 

忆 中 其 ， 刚 增 速 明 时 下降。 例如， 清 代 和 江南 苏 .、 检 等 人 府 : 州 地 域 范 围 内 

的 人 日 ,7 了 7 世 抑 中 时 的 有 10. 和 后 户 ,12 世纪末 叶 则 月 102.1 万 户 , 邵 5 个 其 起 

让 增 了 9 效 【 外 李 伯 重 :《 记 代 江南 农业 的 属 展 .659 页 者 2 一 3: 斯 波 床 信 : 

《来 代 江 南 汉 膏 中 扩 研 究 ?》,144 页 囊 3)。 而 1 世纪 初 江 南 人 口 欧 有 800 打 ， 

到 1393 世 妃 绊 时 好 为 36 中 万 ， 即 上 个 世纪 中 兵 增 坊 人 (1 风 李 舍 重 区 宁 末 要 

明 韦 江南 人 口 与 焊 好 的 变化 # 李 伯 醒 区 控制 增长 .以 保 高 容 清江 前 中 期 

江南 的 上 日 行为 fo 每 阅 相 书 收 人 的 上 & 有 无 “13、414 世 纪 的 转 六 "? 宋 末 至 

级 裙 江 南 农 业 的 变化 #。 

[21 见 李 柏 重 冯 控 制 增长 ,以 哥 高 檬 3?， 

13] 苍 珊 上 专 克 正 尽 中 国 妇 产 科 洽 悦 史 ,62 页 。 马 针 认 为 上 小 品 市 4 星 杰 人 作品 ,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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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表明 早 在 宋代 以 前 很 名， 江浙 医学 家 就 已 认识 到 有 一 些 中 

药 能 够 影响 生育 动能 ， 并 且 从 经 验 中 总 绪 出 了 一 些 配 方 。 不 

过 南朝 时 代 人 口 控 制 主要 手段 是 汪 婴 011, 而 且 当 时 的 节育 方 

药 效果 究竟 如 何 , 也 难以 得 知 It1。 因 此 之 故 , 药物 节育 的 运 

用 ， 可 能 晤 为 局 限 。 隋 唐 时 期 最 重 槛 的 几 部 医 籍 如 德 点 常 的 

# 产 经 少 、. 孙 思 导 的 # 干 金 要 方 》 与 4《 干 金村 方 放 . 王 泰 的 《外 合 秘 

要 ,者 收录 了 一 些 " 断 产 方 “和 疗 妊娠 欲 去 之 并 断 产 方 " “好 

刀 衔 去 胎 方 ” ,以 及 适用 于 “胎动 安 不 得 须 下 "“ 赢 人 向 去 胎 ”、 

“ 因 得 病 去 胎 "等 情况 的 配方 1531。 这 些 配方 适用 于 不 同 的 情况 

(例如 有 的 堕胎 方 适用 于 孕妇 体 红 本 能 安全 生产 ,有 的 则 适用 

于 难产 ),. 所 追求 的 目的 也 有 善 异 ( 例 如 有 的 想 要 流产 ,有 的 则 

想 要 饮 背 ), 但 主 要 都 是 从 保全 孕妇 出 发 , 并 非 着 眼 于 焉 少 出 

生 。 同 时 ， 这 些 配方 是 理 在 江 新 一 带 已 得 到 运用 《或 广泛 运 

用 ) , 因 文 献 症 如 ,尚未 得 而 知 。 

到 了 南宋 时 代 , 情 癌 有 颇 太 变化 。 当 时 的 妇科 权威 . 建 康 

府 医学 教授 陈 自 明 在 其 4 妇女 大 全 恨 方 4 耸 十 三 "好 垦 胎 动 安 

不 得 却 顷 下 方 论 第 三 ”中 说 :“ 夫 妊娠 赢 瘦 ,或 挟 疾 病 , 脏腑 蜡 

报 , 气 血 相 网 , 既 不 能 养 胎 , 旬 胎 动 安 不 得 , 鳅 不 能 安 者 , 则 可 

下 之 , 免 害 妊 妇 世 。 这 仍然 是 将 贱 胎 作为 保全 学 妇 而 不 得 不 

使 用 的 手 盘 , 并 非 新 抑 。 但 值得 注意 的 是 , 在 同 书 周 着“ 断 产 

方 论 第 六 ”中 , 他 明确 地 提出 : “和 欲 断 产 者 , 不 易 之 事 。 虽 日 天 

地 大 德 日 生 , 然 亦 有 临产 艰难 ,或 生育 不 已 ,或 不 正之 属 ,为 尼 

据 任 但 妇 站 吕方 简介?》 和 康 育 得 《 陈 攻 之 与 5 小 品 方 ? 研 窑 的 新 进 属 ,应 为 南 

朝 刘 宋 时 代 的 作品 . 芝 从 立 。 

有 , 本 误 下 面 在 谈 到 中 团 妇 产科 的 进步 时 .还 杀 盖 了 马车 书 绚 、116.131 、 

137 .145.1385、208.221.253 页 ,要 一 并 标明 出 处 , 科 一 一 列 出 。 

[1] 扒 山 李 伯 重 : 唐 和 线 江 南 家 业 的 发展 ?6 匹 ， 

[2] 马 坟 正 才 中 国 妇 产科 发 展 史 了 ,116 页- 

[3] 敌 阅 剂 静 贞 必 从 扣子 坏 鹏 的 报应 传 培 醒 宁 找 妇 立 的 生理 问题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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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58T 一 IE 洛 这 和 蝴 和 玫 站 训 开 尘 同 

为 娼 , 厅 谷 受孕 ,而 欲 断 之 者 。 故 录 验方 以 备 其 用 。" 这 就 把 药 

牺 节 育 的 运用 范围 ， 扩展 到 了 那些 过 去 不 为 社会 认可 的 节育 

要 求 【 如 因 生 育 过 多 或 非 婚 姻 怀 孚 而 需 蚁 胎 或 绝育 等 ), 并 且 

为 各 种 节育 提供 了 医药 帮助 。 此 后 ， 这 种 看 法 逐渐 为 越 来 越 

多 的 医药 界 人 士 接受 ， 以 致 成 为 一 种 医家 共识 。 到 了 明 林 ， 

一 个 专 事 打 胎 的 江 贿 医生 公然 宜 称 有 廊 伏 们 为 儿女 客 了 要 

绝 孕 的 ,又 有 因 产 育 艰 难 不 愿 保 全 的 ,也 有 那 大 小 妨 忌 瞳 行 扬 

韦 的 ,还 有 偷情 有 孕 打 胎 灭 迹 的 。 ”所 以 医生 以 药物 为 人 “了 蝴 

胎 、 兖 将 "是 理所当然 的 (11。 这 种 看 法 的 出 现 与 普及 标志 者 : 

在 江 新 地 区 ， 药 物 节 育 的 必要 性 ， 已 避 阁 得 到 医学 界 的 认 

可 。 这 种 认可 ， 对 药物 节育 方法 的 进步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 

多 ， 并 使 得 药物 节 谊 不 再 是 一 种 由 非 专业 医药 人 士 所 把 持 的 

行当 。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， 药 物 节 育 知 识 在 江浙 一 带 民 间 已 非常 

普及 ， 国 此 当时 著名 的 江苏 人 日 学 者 汪 士 铎 ， 才 会 在 其 《 汪 

悔 葡 乙 再 日 记 》 中 , 提出 将 “ 广 施 不 生育 之 方药 ”和 各 种 “上 蜡 胎 

淮 药 ” ,作为 控制 人 品 增长 的 主要 手段 之 一 。 

南宋 以 来 江浙 人 民 所 使 用 的 节育 〈 即 堕胎 、 避 芝 利 绝育 ) 

药 息 , 主 要 是 哪些 ? 其 药 到 机 制 是 什么 ? 许 当 怎样 使 用 ? 临床 

使 用 效果 如 何 ″” 有 何 副 作用 ? 下 面 ,我 们 依据 各 方面 的 史料 ， 

来 看 看 这 些 药物 的 主要 种 类 .配方 及 其 使 用 情况 。 

有 十 是 喃 有 本 二 1 二 

rr 

和 

《一 ) 蝴 胎 方 药 及 其 使 用 

踢 胎 , 在 传统 的 中 医 文献 中 称 为 打 胎 或 下 胎 , 现 称 人 工 

见 《 祥 真 后 中 ?第 十 作 回 "全 伯 通 巧 钼 生 情 , 郁 院 君 梦 中 显 圣 "。 此 书 作 者 方 演 

渔 , 具 日 本 罗 山 蔬 眼 兴 若 本 本 序 后 署 各 麻 狂 ,本 骨 是 洛阳 人 ,但 书 站 行 京 ,不 

见 北方 人 语 而 不时 可 克 到 江浙 俊 语 。 又 ,该 书 于 并 神官 年 写成 后 ,很 快 就 在 新 

江 可 出 。 由 此 推 河 ,作者 可 能 是 原 屿 北方 ,但 生 请 在 江 央 的 文人 ,入 书 所 反映 

者 , 虽 托 言 唐 代 湖 用, 实则 应 系 明 未 江浙 一 带 情况 。 

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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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产 。 根 据 怀 孚 时 间 的 长 短 不 同 , 随 鹏 也 分 为 丙种。 在 怀孕 

前 期 及 中 期 哺 胎 ,一般 称 为 引产 ; 而 在 怀孕 后 期 嘲 胎 , 则 才 

称 为 下 死胎 。 其 所 以 称 为 “下 死胎 ”, 是 因为 此 时 所 复 之 胎 ， 

通常 是 已 死 在 母亲 有 卓 中 的 胎儿 。 从 哮 鹏 者 的 主 北 目 的 来 说 ， 

下 死胎 与 引产 并 不 相同 , 因为 前 者 意 在 打下 已 死 之 胎 , 以 保 

全 孕妇 生命 , 与 节育 无 关 ; 而 后 者 的 目的 则 是 打下 活着 的 胎 

几 ,从 丽 和 避免 生 育 。 这 里 将 下 死胎 和 可 产 一 并 谈论 , 主要 是 

因为 二 者 所 使 用 的 药物 大 悼 相同 ， 只 是 在 用 药 量 方面 有 所 

不 同和 而 已 。 而 在 未 元 明 清 医书 中 ,关于 前 者 的 记载 村 比 后 者 

和 刘 多。 

t. 主要 的 香 胎 方药 

有 一 些 中 药 会 导致 好 妇 流 产 , 宋代 医家 已 知之 甚 人 详 。 北 

宋 末年 出 版 的 《经 下 证 类 大 观 本 草 》 中 已 列 出 会 导致 流产 的 

药物 5 种 , 而 在 差 不 客 同时 出 版 的 《太平 惠 民 和 剂 局 方 上 》 收 

录 了 人 刁 医 局 上册 所 集 的 孕妇 产 前 药 届 歌 读 ,更 包括 了 能 致 时 和 胎 

的 药物 名 有余 种 1011。 此 歌 读 也 被 陈 自 明 & 妇 人 大 全 良 方 着 十 

一 “ 李 妇 药 鼠 歌 第 十 一 " 收录 , 可 见 关 于 这 些 药物 的 知识 , 在 

南宋 江浙 流传 已 颠 广 。 在 这 些 药物 中 ,有 一 些 ( 如 牛 膝 、 三 棱 、 

干 漆 、 大 戟 、 囊 豆 . 芒硝 、 奉 牛 子 . 范 花 .桃仁 等 ), 经 现代 药理 

实验 证 实 ,或 为 子宫 平滑 册 兴 奋 药 ,或 为 具有 刺激 性 的 强 污 

药 ,或 为 催 吐 药 ,孕妇 服用 后 确实 可 以 导致 流产 [21。 不 过 有 一 

些 ( 妇 鸡 、 鸡 子 . 驴 马 内 、 美 、 苹 等 ) , 则 未 必 会 有 堕胎 之 效 。 到 

了 明 找 ,李时珍 在 & 本 草 纲目 ?中 对 当时 所 郑 的 “下 死胎 "药物 

进行 季 选 , 将 其 数量 减少 到 34 种 。 明 代 浙 江 名 医 张 景 后 ( 介 

寞 ) 的 《 梧 后 全 书 #“ 妇 人 规 ” 和 清 代 江苏 名 医 陈 细 席 的 4《 胎 产 

[1 区 刘 静 虚 屎 是 捅 了 于 环 胎 的 报 座 传说 看 床 代 妇女 的 生育 同 题 ?。 

[2 严 必 营 主 箱 必 永 民 区 闪 学 术 岂 想 研 究 3 ,104 页 。 

名 下 业 酒 济 粕 其 六 过 本 二 全 网 泗 这 记 关 李 和 淹 吉 计 ,村 懂 打 烛 隔 , 评 同 i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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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088[ 一 避 z1 全 玉 贾 各 站 间 涉 

金针 多 中 列 出 的 “妊娠 药 禁 ”和 “ 胎 前 禁 药 ”, 也 都 与 李 氏 所 言 

相近 , 均 仅 有 36 种 (二 书 所 列 出 之 药物 种 类 略 有 不 同 )。 清 代 

着 绪 牢 年 刊 出 的 4 验方 新 编 # 作 者 不 详 ) 卷 五 " 论 孚 后 宜 忌 药 

村 "中 ,又 对 前 人 所 列 出 的 "下 死胎 "药物 进行 进一步 的 筛选 ， 

从 最 常见 的 中 药 中 ,特别 挑选 出 2 种 ,特别 告 诚 说 :此 系 姑 

大 胎 前 尽 , 芝 须 记 总 在 心 脐 。“ [从 现代 药理 学 的 角 得 来 草 ， 

该 书 所 开 列 的 28 种 药物 (特别 是 巴豆 、 大黄 . 红 花 .附子 , 靡 

香 等 ), 大 多 药性 猛烈 大赛 大 趣 、 攻 遵 枉 下 之 力 强 ,， 基 有 破 

和 应 、 和 血 的 功效 , 确 有 诱发 或 导致 流产 的 作用 。 不 区 如 此 ,该 

书 还 指出 :在 过 去 医 籍 中 所 列 出 欧 " 下 死 脑 神 " 尝 妇 不 宜 的 

药物 中 ,有 -- 些 (如 旭 毛 .水 蚂 . 蛇 脱 、 蝇 蛤 .水银 . 信 而 等 ),. 毒 

性 较 天 ,不宜 使 用 ; 另外 一 些 ( 如 大 豆 . 姜 、 蒜 、 鸡 卵 等 ), 则 未 

必 会 引起 流产 。 与 此 相 较 , 陈 自 明 在 《 妇 人 大 全 良 方 疮 十 三 

“ 断 产 方 论 第 六 ”中 虽 也 指出 当时 所 用 的 堕胎 方药 中 ,“ 志 有 

用 水 银 、 虹 虫 、. 水 是 之 类 , 孕 不 复 怀 , 难免 过 病 ”, 但 所 列举 的 

种 类 较 少 , 而 且 未 谈 到 不 能 有 效 随 和 胎 的 药物 。 关 此 上 述 对 姓 

娠 忌 药 的 筛选 过程 ,也 表明 医学 篆 们 对 嘻 苔 药物 药性 的 认识 

比 过 去 又 进 了 一 步 。 

单独 服用 上 述 药 物 中 的 某 一 种 ， 西 然 可 以 蝴 舱 ; 但 是 如 

将 和 若干 药物 配伍 使 用 ,效果 会 更 好 。 四 此 ,以 这 些 药 物 为 基 

础 . 案 元 明 清 医生 总 结 前 代 的 和 当时 的 竖 验 ， 得 出 了 若干 以 

堕胎 为 吾 的 的 配方 , 邵 亲 时 医书 所 收录 的 各 种 “ 打 胎 方 ”。 根 

据 目 的 的 不 同 . 这 些 打 胎 方 也 分 为 丽 类 ， 即 引产 方 和 下 死胎 

方 。 因 此 ,在 使 用 这 些 配方 来 喧 胎 时 ,医生 可 以 根据 孕妇 妊娠 

期 的 长 得 和 其 他 情况 , 选择 基 种 时 合 得 的 配方 。 例 如 在 怀孕 

[] 这 站 种 药物 基 乌 头 . 附 于 ,天 雄 .牛黄 . 蔬 吕 . 桃 三 . 基 硝 .大 著 . 性 丹 峙 . 牛 央 、 

春 芦 . 森 需 根 . 析 前 . 红 花 . 马 角 .三 杰 , 蔓 术 、 营 茧 夺 . 干 对 、 癌 熙 .性 过 和 镶 . 半 

夏 .南星 . 通 草 . 干 美 .大 藻 .马刀 豆 . 延 胡 、 毅 山 和 麻 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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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中 期 .可 以 使 用 引产 方药 ;而 到 了 怀 他 后 期 , 则 可 使 用 下 死 

胎 方 药 。 

宋代 以 前 文献 中 保存 下 来 的 打 肥 药方 ， 刘 静 贞 从 方 书 中 

搜寻 的 结果 是 :南朝 时 代 有 了 个, 隋 朝 工 个 , 唐 朝 15 个 。 去 其 

重复 者 , 宋 以 前 共有 10 个 。 宋 代 文 献 中 堕胎 药方 ( 即 " 断 产 绝 

育 ” 太 剂 ) ,有 黑 神 散 、 众 生 丹 .加 珀 黑 散 .大 尘 通 真 姑 .二 十 四 

球 方 灵 姑 .当归 川 营 水 亨 方 . 半 夏 散 .附子 汤 . 桂 心 汤 .地 黄汤 、 

牛 耿 汤 、 幅 才 穗 汤 . 姜 计 酒 .佛手 散 玉 另外 四 个 下 死胎 方 ,共计 

] 个 111。 和 但 是 这 些 方 痢 志 袭 自前 代 , 而 且 都 只 是 眙 死 腹 中 后 

的 处 置 方剂 1{ 即 下 死胎 方 )1, 尚 非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堕胎 4 引产 ) 

专 方 。 

元 内 清 医书 中 所 收录 的 下 死胎 方 ,不仅 为 数 更 堵 ,而且 配 

伍 比 过 去 亦 大 有 改进 。 语 如 《在 知 彰 集 方 收 录 的 “ 专 治 死胎 

六 ”其 配 全 为“ 斑 毛 十 三 个 ( 云 米 炒 ) ,红娘 十 二 个 ,附子 半 个 ， 

肉桂 一 两 , 归 尾 一 两 , 赤 和 一 丙 , 丹 皮 -两 ,桃仁 一 岁 一 葵 , 元 

二 一 钱 , 共 为 组 末 ,面粉 为 如 ,用 白酒 蒸 土 牛 采 四 两 送 下 ”。 此 

方 昌 然 仍 然 使 用 了 斑 毛 ( 斑 鳌 ) 这 种 毒性 较 天 的 药物 , 但 从 药 

物 配 佑 来 看 .该 方 比 宋 代 以 开 歼 (入 虫 ) 为 主 药 的 相应 得 配方 ， 

已 背 相 当 的 改进 。 以 后 膝 为 主 药 的 堕胎 配方 ,宋代 医书 & 太 平 

圣 惠 方 》 和 《& 妇 人 大 全 良 方 $》 中 收录 有 五 个 L31, 但 或 者 不 安全 ， 

或 者 功 歌 差 ,都 不 理想 。 黄 一 为 牛 腑 汤 ,配方 为 :以 水 都 牛乳 ， 

去 涅 六 得 计 , 以 蜜 和 水 银 、 朱 夏 研 如 谊 , 二 者 并 服 。 由 于 使 用 

了 水 银 .朱砂 ,毒性 太太 ,服用 当然 很 不 安 人 全， 其 二 是 将 牛 肤 

刘 静 贞 : 从 损 子 坏 胎 的 报应 传说 查 淋 代 妇 去 的 生育 条 题 》。 唐 代 尚 有 -一 个 用 

牛 轩 引产 的 方 子 .但 应 上 人 手术 戎 也 , 帮 企 此 未 计 和 . 

L21 因此 这 些 广 攻 往 往 强 短 其 药 只 会 上 死胎 并 弯 生 膀 。 见 刘表 上 页 :此 损 于 坏 胎 的 

殷 应 忧 说 看 宋代 妇 志 的 生育 问题 ?.。 

训 静 贞 这 从 损 于 不 胎 的 报 度 传说 媳 宗 代 妇 友 的 生育 问题 4， 「3 

|] 

十 一 一 开 二 ci 二 和 -一 一 一 

辣 疹 灯 邢 妆 糙 齐 计 过 骆 填 下 网 旺 贱 正副 宇和 吉 囊 种 .可 些 灯 灿 户 - 填 国 

本 大 上 二 -rm 

上 a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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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058T 一 0SzT) 二 尝 和 蓝天 站 部 下 消 山 

雷 殉 .以 无 芯 酒 衣 服 。 此 法 作为 "医者 ( 因 胎 ) 验 方 " ,一 直 昨 到 

后 代 。 但 清 代 霹 兴 锋 家 芋 寺 在 其 4( 妇 科 经 纶 ? 卷 五 " 胎 前 证 下 

“妊娠 死胎 用 牛 且 " 和 荣 中 引用 《证 苔 要 诀 》, 指 出 此 法 不 很 灵验 ， 

而 且 类 具 匈 队 性。 至 于 其 介 二 个 配方 ,从 其 配伍 药物 来 看 ,下 

胎 效 果 颇 为 有 限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清 代 中 期 浙江 归 安 人 江 涵 莉 纺 

著 的 & 笔 花 医 镜 ? 中 记录 的 “ 脱 花 前 " 方 就 好 多 了 。 该 方 是 当时 

颇 为 有 名 的 下 死胎 方 , 也 使 用 牛 且 。 据 该 方 , 用 "当归 八 钱 , 岗 

桂 二 钱 , 川 营 、 牛 胀 各 二 钱 , 车 前 子 二 钱 五 分 , 红 花 一 钱 , 加 朴 

硝 二 钱 ,( 胎 ) 即 下 "。 如 配合 以 针灸 ,效果 更 佳 . 这 显然 比 案 代 使 

用 牛 芒 的 配方 要 更 好 .妇科 经 纶 }》 着 五 “ 胎 前 证 "下 “妊娠 作 跨 属 

毒药 伤 胎 * 茶 还 引用 吕 沧 州 所 言 , 用 大 剂 {( 川 ) 芝 (当归 祈 加 众生 

药 下 死胎 ,其 襄 果 肯定 也 比 宋代 的 相应 配方 要 更 好 [1。 当 然 ,经 

时 间 检 验 效果 较 好 的 前 代 配 方 ， 也 襄 用 了 下 来 。 例 如 “人 志 手 

散 "”, 蒂 壕 就 固 其 可 以 “上 顺 其 自然 "“ 因 其 势 , 亲 下 之 .所 以 在 

其 《妇科 和 经纶》 中 予以 保留 。 除 了 正式 的 医书 中 的 配方 外 , 明 

清江 浙 民 间 还 有 一 些 十 分 简便 的 验方 , 如 #& 本 草 膛 钩 元 * 所 收 

录 的 下 死胎 方 , 仅 用 熙 白 一 味 药 :“ 胎 动 ,下 血 痛 极 抢 心 , 营 昌 

者 浓 半 饮 之 ,( 胎 ) 未 死 即 安 ,已 死 即 出 。 ”对 于 这 样 的 验方 , 医 

家 也 努力 去 探讨 、 渭 明 其 和 机理。 例如 对 于 前 一 配方 , 《本章 述 

钧 元 》 认 为 其 之 所 以 有 效 , 是 因为 “ 营 白 昌 通 了 明 分 阳 , 其 极 轻 

捷 , 使 敢 亲 出” 。 这 种 努力 , 表现 了 医学 界 对 民间 节育 药物 的 

重视 。 以 上 这 些 都 表明 :在 下 死胎 方 的 改进 方面 , 明 清 时 期 确 

实 取 得 了 明显 的 成 就 。 

对 下 死胎 方 稍 加 调整 , 便 可 町 来 催产 引产 。 例 如 上 述 “ 觅 

花 煎 " ,如 不 加 朴 硝 , 即 可 用 于 催产 。 因 此 下 死胎 方 的 改进 ,也 

1 来 全 的 相应 配方 汞 将 川 昔 ., 粉 [| 甘 ] 草 .人 春 . 干 蒜 , 生 美 . 肉 桂 [ 桂 心 ]、 药 节 、 

短 扑 衣服。 见 刘 天 贞 :tt 从 损 子 坏 胎 的 报应 忧 说 看 宋 找 妇 立 的 生育 问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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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是 蔓 胎 方 的 改进 。 不 过 ,在 宋 以 后 ,除了 有 更 多 更 好 的 下 死 

芭 一 引产 两 用 堕胎 方 外 ,江浙 还 出 现 了 许多 专门 的 引产 方 , 标 

志 着 药物 蝴 胎 的 进一步 专门 化 。 

元 代 有 关 引 产 方 的 记载 不 案 。 从 和 孔 齐 的 & 至 正和 直 记 # 状 四 

“ 戎 胎 当 说 ”条 ,我 们 可 知 元 末 江 浙 民 间 常 用 的 一 个 引产 方 是 

“ 桂 姜 行 血 之 剂 ” ,不 过 具体 的 药物 配伍 不 很 清楚 。 到 了 明代 ， 

出 现 了 不 少 新 的 引产 方 。 鲍 如 万 历时 宋 林 扩 的 《四 明 宋 氏 立 

科 秘 书 沪 产后 站 "后 , 即 收 有 专 为 “多 子 多 她 者 开 的 " 琉 胎 绝 

产 " 方 五 种 ,其 中 如 四 物 汤 加 云 茸 子 .加 味 升 及 葛 根 疡 、 棕 榈 子 

散 . 以 及 用 小 青 萍 ,水银 、 虎 须 、 天 花粉 .地 肯 皮 . 归 毗 合成 的 药 

丸 , 都 林 见 于 以 前 方 书 中 I。 明 清 汪 新 较为 常见 的 引产 方 , 有 些 

也 相当 简单 ,例如 《& 杂 病 经 验方 ?所 收 的 “ 打 取 方 ,配伍 为 : 扎 

草 霜 三 帅 , 白芷 一 两 , 巴豆 二 粒 。 共 为 末 , 好 酒 送 下 , 即时 下 

来 , 神 效 。 "前 引 明 末 小 说 & 禅 真 后 史 》 第 十 七 回 " 问 肚 仙 半夜 

有 余 , 荐 医 十 一 字 示 识 ” 和 第 十 八 回 “全 伯 通 瑟 处 生 情 , 郁 院 看 

梦 中 显 圣 ”中 , 提 到 一 种 被 称 为 “ 百 发 百 中 的 “ 稿 传 下 经 党 学 

堕胎 的 圣 药 ", 应当 也 是 一 个 当时 广泛 使 用 的 上 辽 胎 方 , 所 使 用 

的 是 当归 尾 . 黑 率 牛 、 穿 出 甲 . 青 皮 、 可 壳 、 厅 香 . 马 忽 和 铃 、 雪 里 

青 、 车 前 草 九 昧 药 。 而 我 们 知道 , 这 九 味 药 中 的 大 多 数 确 实 具 

有 引产 蝴 熙 之 效 。 这 个 方 子 据说 十 分 厉害 ， 却 似 一 把 流风 刃 ”， 

“ 吃 让 去 立刻 邦 效 ”。 

此 外 , 中医 医 籍 中 的 通 经 方药 , 也 可 作为 辽 胎 方 使 用 ， 

为 通 经 方药 则 在 “下 注 血 , 通 经 脉 "” 。 倘 若 施 之 于 豫 妇 ,就 会 引 

起 菠 产 021。 如 果 有 意识 地 让 孕妇 上 服 用 这 类 药物 ,使 之 流产 , 那 

[i 刘 静 由 尽 从 揭 子 坏 胎 的 报应 传说 看 宋代 妇 玄 的 生育 问题 3。 

1L2] 《红楼 苞 ? 第 六 十 九 夯 《 弄 小巧 用 霸 介 了 亲 具 . 贡 友 限 肆 生 金 自 逝 ?中 ,就 讲述 了 

一 个 庸 医 胡 君 菜 错 诈 刊 断 病 情 , 檀 用 这 种 下 洽 通 经 的 " 席 狼 之 证 ", 致 性 龙 二 

旭 流 产 的 故事 。 

二 好 昕 酒 断 煌 关 讲 过 对 汉 车 园 入 共同 区 于 台 通 溃 认 本 卡 盯 出 脱 ,二 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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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是 药物 瞳 胎 。 明 清江 浙 中 医 医 籍 中 通 经 方 ,种 类 贤 才 ,其 中 

较为 常用 的 “ 通 经 散 "。 从 后 文 引 述 的 故事 可 敌 , 用 " 通 经 散 ” 

堕胎 之 法 在 明 末 松江 府 华 亭 县 民间 已 广泛 运用 。， 依照 这 金 鳌 

# 妇 科 玉 尺 》“ 遂 经 散 " 主 要 用 的 是 大 黄 . 川 刍 等 泻 下 之 药 。 葵 

蝴 胎 机 理 , 是 驱 豆 攻 下 , 破 血 和 血 , 作 为 随 脂 方药 使 用 具有 一 

定 的 危险 性 。 

除了 口服 方药 之 外 , 明 清 江 新 还 有 用 外 方 药 结 胎 的 。 

例如 《 续 广 达 生 篇 说 : 若 死 胎 不 下 ,十分 危急 之 时 ,可 用 巴豆 

16 枚 , 攻 旷 子 和 村 , 均 去 壳 ,与 麻 香 一 钱 , 人 台 搞 如 泥 , 摊 于 绢 

是 之 上 , 贴 于 肚 樟 上 ,一 时 即 见 效 , 见效 之 后 取 去 药 并 洗 净 脐 

部 即 可 LU。 廊 香 对 于 嘻 胎 有 奇效 ,时 在 南宋 ,人们 就 已 注意 到 

堕胎 妇 妇 中 ,有 “四 挂 层 香 而 伍 至 是 者 "13]。 巴 豆 . 划 麻 子 均 是 

性 猛 的 次 下 之 药 。 三 者 配合 使 用 .效果 自然 十 分 显著 。 此 外 ， 

将 药物 直接 置信 产道 来 引产 的 方法 , 首页 子 唐 代 &( 开 元 ) 广 

济 方 》。 其 法 为 :“ 取 和 牛 隘 六 上 七 蔡 , 绵 六 手 头 今 碎 ， 深 内 子宫 

头 ”, 从 而 引起 流 产 。 马 大 正 认为 : 牛 膝 引 箔 下 行 ," 绵 缠 " 可 保 

证 一 定 的 清洁 度 和 避免 搬 人 阴道 时 得 成 的 损伤 ， 而 “ 摊 头 令 

碎 " 是 为 了 使 药 液 次 出 ,“ 深 内 子宫 头 " 则 是 手术 实施 的 深度 ， 

因此 些 方 效果 很 好 131。 但 在 元 代 以 前 ,未 见 有 使 用 的 记载 。 而 

据 《& 圣 正直 记 ? 着 四 “上 隧 胎 当 谦 "条 ,此 种 方法 在 元 末 江 新 运用 

已 颇 为 普遍 : 今 人 或 以 村 妇 法 ,用 和 牛 肤 等 划 带 于 产 户 ", 以 求 

下 胎 。 

这 里 我 们 世 要 指出 : 案 元 明 清 时 期 江 渐 人 民 司 用 的 许多 

隋 胎 方药 ,在 可 车 性 和 安全 性 方面 的 较 差 。 从 一 些 记 载 来 看 ， 

111 条 赔 陈 和 毫 枚 中国 十 他 性 医学 太 观 》.15.172 商 。 本 文 后 面谈 到 的 一 些 有 关 

了 虑 方 问 是 时 , 亦 姑 加 了 辐 书 171 一 133 页 。 

L21 《本 上 辐 应 簿 y》 卷 .一 十 七 第 五 “把 子 堕 膀 "。 

13】 当 太 正 : 闻 中 国 妇 产科 发 展 史 y ,156 是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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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 时 代 的 是 胎 方 药 普 毅 副 作用 很 大 ,往往 致使 服用 者 丧生 ; 

即使 生命 得 保全 ， 也 和 背 令 服用 者 蒙受 巨大 的 狂 音 。 有 人 服药 

后 ,，( 船 ) 不 能 下 , 痛 否 姜 妆 , 谓 为 死 笑 ， 迫 而 视 之 则 又 活 。 

如 此 凡 七 日 , 竟 不 能 广 耐 洽 "。 也 有 人 服药 后 ,“ 血 壮 洞 下 , 扶 

杭 者 信 年 , 苦痛 可 谓 切 余 ”I0。 到 了 上 明 清 时 期 . 尽管 取得 贱 大 

的 进步 ， 一些 踢 胎 方药 仍 不 理想 。 清 代 前 期 江苏 泰州 人 徐 述 

柳编 村 的 得 简 小 说 集 &《 上 从 泣 天 着 四 《 续 在 原 一 一 男 分 娩 晋 骗 

收 生 如 ,和 鬼 产 儿 幼 继 本 角 宗 4 里 ,就 讲 了 一 个 称 下 嘲 敌 的 故事 ， 

由 于 "不想 药 昧 太 猛 厉 ， 朋 却 唱 不 成 ， 倒 送 了 性 他"124。 天 

未 江 新 运用 的 用 牛 有 睫 引 产 的 方法 , 估 险 性 更 大 . 第 施 术 者 “不 

致 于 殖 御 者 鲜 侨 "134。 因 此 之 前 ,药物 喷 胎 仍 是 一 件 具 有 风险 

之 事 。 难 皮 孔 齐 唱 让 其 妻 常服 瑚 胎 之 药 ,但 也 一 青 强调 “随和 及 

不 可 不 廊 ”。 靖 卉 在 4 女 科 经 给 》 卷 五 “ 胎 前 证 ”下 中 谈 到 申 肪 

时 ,也 说 :“ 姓 娠 胎 衔 宜 下 , 下 法 最 并 ,不 可 轻 议 ,，…… 慎之 司 

之 ! 因此 ,要 普及 药物 路 胎 ,加 必 须 增 加 药物 路 胎 的 安全 性 ; 

而 要 增加 药物 嘻 胎 的 安全 性 ， 允 必须 采取 其 他 一 些 相关 的 措 

施 。 在 晨 胎 前 的 验 胎 与 堕胎 后 的 调养 两 方 商 ， 宁 元 明 清 江 靳 

医学 甜 也 取得 了 颇 大 的 进步 。 

2. 药物 验 胎 与 陡 脸 后 的 药物 调养 

在 铸 胎 方药 不 断 改 进 的 同时 , 江浙 人 民 对 于 与 堕胎 杠 关 

的 其 他 问题 的 认识 也 有 很 大 进步 。 首先 ,及 早 确 定 妊娠 ,是 安 

全 堕胎 的 关键 之 一 * 江 新 人 民 对 此 的 认识 ,也 日 全 明确 。 元 末 

孔 章 已 认识 到 : “服用 古 胎 之 药 ) 在 三 月 之 间 ,前 两 月 之 同 服 

[1 李 品 前 :4 乐 昔 录 ?+ 稚 四 .区 九 。 

[2] 此 喜事 明 托 言 六 五 代 后 周 时 旺 苇 府 发 生 之 事 ,得 守 际 上 反映 的 应 当 是 湖人 民 前 

裔 江 关 的 情况 。 

13] 《至 正直 记 }+ 沧 四 " 嘻 胎 当 辜 。 

让 

名 六 灿 酒 前 糙 训 许 二 可 十 于 同 肯 主 辣 将 畦 痢 可 评 讲 ,可 芒 灿 世 赂 , 滁 国 

一 和 -一 

一 

下 

= 下 相 一 一 一 至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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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 可 ， 和 在 过 此 则 成 形 难 动 ， 动 必 有 作 母 之 患 。” 上 上 清 代 江 

浙 民 间 也 关 道 “堕胎 药 最 厉害 ，…… 怀孕 过 了 两 月 . 急切 难 

随 I21。 困 此 对 想 要 上 胎 的 孕妇 来 说 ,-- 昌 确 定 怀 过 之 后 ,中 

胎 彰 早 ,效果 仿 好 。 而 在 南 来 江浙 ,就 已 发 明了 妊娠 途 断 的 方 

著作 妇 人 大 全 良 方 刀 胎 孝 门 "中 收录 的 “ 验 胎 法 "为 如 人 经 

脉 不 行 , 弓 经 三 月 , 欲 验 有 胎 , 川 莹 为 末 .空心 浓 博 ,区 洲 调 下 

二 钱 , 腹 内 答 动 则 有 取 。" 严 世 芝 认为 :这 种 方法 ,与 现代 运用 

刺激 受孕 子 家 的 药物 使 之 收缩 增强 以 测验 胎动 的 方 落 , 贤 有 

相 岂 之 处 9] 。 这 个 发 明 ,对 药物 跑 胎 具有 重大 和 意义。 其 砍 ,为 

保 电 胎 安全 , 跑 胎 之 层 的 药物 调养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。 而 乍 栗 元 

明 清 时 期 ,关于 上 堕胎 之 后 调养 方面 的 知识 ,也 乏 半 普 遍 。 例如 

前 引 有 《 禅 真 后 史 》 第 十 八 阿 中 的 江 计 中 胎 医生 ,给 求 药 者 打 胎 

药 时 也 最 啊 说 :“ 这 药 吃 下 去 立刻 见效 , 单 胞 胎 初 落 之 时 , 即 

然 人 参 斌 草 汤 与 被 了 , 以 免 血 崩 有 眩 法 之 患 .不 然 血 项 不 止 , 母 

子 两 命 臂 倾 。 "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项 填 在 《& 女 科 经 纶 y 着 五 “ 胎 表 

证 ”下 和 卷 六 "产后 证 ”上 里 , 将 前 人 有 关 讲 胎 的 犀 因 .时 间 、 

药物 、 醒 胎 前 后 孕妇 的 保养 、 治 疗 等 方面 的 论述 作 了 系统 的 

归纳 ,并 根据 自己 的 经 验 进行 评述 - 这 个 总 税 ,标志 着 江浙 医 

学 关于 药物 蝴 漆 知识 已 粘 为 完备 。 

3-. 药物 上 哇 胎 的 运用 

药物 堕胎 在 民间 实际 和 运用 的 情 癌 到 底 如 何 ? 中 医 文献 中 

的 记载 不 多 ， 因 此 我 们 尚 须 从 宋元明 清江 浙 其 他 文献 中 寻找 

踪迹 。 

从 南宋 时 期 有 关 损 子 坏 胎 的 报应 传说 来 看 .当时 使 用 ”下 

[1 《本 正 直 记 3? 类 四 “ 堕 肪 当 廊 ”。 

[2] 《YA 洞天 可 生 。 

[3] 严 上 尾 车 主编 坟 宁 作客 家 学 术 思 想 研 究 ?,105 有 . 

各 190 



胎 坟 " 畏 胎 已 是 相当 尊 遍 的 现象 。 在 & 太 上 感应 移 少 着 一 十 七 

第 五 “ 损 子 车 胎 "中 ,“ 孕 两 三 月 而 自 毒 其 胎 者 "更 被 列 为 时 人 

损 子 胎 所 用 各 种 方 法 之 首 -。 从 现存 的 一 些 记 载 中 ， 记 可 发 

项 一 些 民间 蚊 胎 的 实例 。 例 如 庆 宗 生母 黄 氏 ， 湖 州 熏 清 人 ， 

斋 系 同 县 李 姓 人 家 之 婢女 ， 作 为 主 家 女 斤 的 陪 姨 来 到 山 阴 赵 

与 侍 家 后 ， 怀 上 了 与 伟 的 孩子 ( 即 度 宗 )。 黄 氏 目 觉 在 赵 冢 地 

位 低下 , 伯 芒 子 生 出 来 后 受 上 到 视 , 遵 决意 服药 读 胎 。 岂 知 药 广 

不 够 ,未 将 胎 打 下 , 反 和 致使 胎 孕 受 损 ,造成 孩子 出 生 后 先天 发 

育 不 良 !1。 由 此 可 见 , 药物 堕胎 已 在 南 宗 江浙 民间 使 用。 不 

过 ,由 于 当时 堕胎 药物 的 安全 性 较 小 ,想来 会 对 药物 蚁 熙 的 普 

及 带 来 相当 大 的 负面 影响 。 

到 了 元 代 , 江浙 主人 家 庭 使 用 堕胎 药物 , 已 成 为 常事 。 

具体 的 事例 如 孔 齐 去 妇 , 因 苦 于 多 产 , 又 在 客 中 不 便 ，“ 常 服 

堕胎 之 药 ”, 其 亲友 李 没 杰 亦 然 : 不 过 蓝 肪 的 葡 宁 看 来 不 很 

理想 (31。 到 了 明 清 时 期 ,药物 量 胎 更 如 普及 。 这 从 本 文 第 三 

节 所 引 的 明 清 小 说 中 亦 可 见 其 一 斑 。 正 因为 这 种 情 识 十 分 

普遍 ,所 以 清 代 江苏 名 医 徐 大 椿 在 其 4 女 科 医 案 4 中 ,收录 了 

不 少 民间 妇女 因为 各 种 原因 服用 药物 隋 胎 的 案例 。 六 , 清 代 

《格言 联 壁 》 附 《焚毁 至 书 是 法 ?更 说 道 : “上 辽 胎 之 炙 , 全 由 药 

术 。 每 见 群 乡 镇 , 辑 有 菲 人 于 通衢 狭 巷 ,遍布 招贴 , 籼 惑 胃 

玄 , 服 之 者 无 不 伤 胎 , 兼 且 韦 母 。 且 媳 民 悖 此 私奔 苟 合 ,全 长 

[1] 赵 与 敌 对 宁 室 政 属 ,该 支 早已 汪 划 。 其 艾 硕 理 训 素 年 间 芋 山 阴 县 尉 ,与 土著 全 

氏 联 网 , 扩 定 习 山 阴 … 万 为 起 人 "以 案 季 三 朝政 更) 着 三 )。 希 淄 所 赛 全 氏 出 于 

负 下 平民 之 家 ,其 兄 曾 妊 地 方 上 的 保 长 己 宋 史 ? 祭 天 刁 传 1。 与 芮 春 李 氏 玉 陪 

嫁 葛 氏 凤 丸和 节 清和 人 。 因此 之 餐 , 区 氏 目 胎 之 些 ， 当 要 江浙 民间 和 胎 风 习 之 影 

上 ， 于 末 胡 是 睫 与 敬 束 洲 《 床 帝 列传 一 一 朱 理 宗 、 率 诬 宗 ?古林 六 中 出 版 社 ， 

19965 年 ,208 亚 。 

[2] 见 《 至 正直 记 》 枪 四 * 员 有 鹃 当 席 "和 条。 对, 孔 齐 本 山东 曲 皇 人 ,其 人 人 尾 娃 廉 书 束 ， 

放 随 父 迁 居于 阳 , 因 素 研 。 元 末 战 天 , 齐 区 各 地 四 明 宁 往 上 至 正 喜 记 》 邹 作 

于 此 时 。 国 此 该 书记 友 轴 者 ,应 为 当日 江 记 士大夫 艇 屋 的 情 说 。 

9 了 机 是 过 上 

于 隶 是 瑾 骨 煌 和 关 谋 站台 二 于 园 蛙 织 问 普 理 谴 虽 计 笛 .对 到 灿 机 略 . 芥 加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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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S 一 人 gl 和 寺 蝴 千 洗 邮 下 珊 同 

天 风 。 "由 此 可 见 , 江 新民 间 药 物 随 聊 的 运用 ,到 明 清 时 确实 

已 十 分 普遍 。 

(二 ) 避 孚 与 绝育 方药 及 其 使 用 

按照 中 医 的 理论 , 子 识 寒冷 . 几 汲 阻塞 胞 宫 .子宫 内 有 致 

病 之 敢 等 ,都 会 导致 不 孚 。 因 此 .有 意识 地 选用 能 够 造成 这 些 

状况 的 药物 ,就 可 以 达到 避孕 的 目的 。 传 统 的 避孕 方药 ,用 药 

时 间 一 般 都 在 月 经 后 或 生产 后 ， 因 此 可 能 是 通过 抑制 排卵 而 

导致 不 地 Li 。 

“大 凡 辽 肥 、 移 邓 , 事 重 一 体 , 用 药 对 络 不 可 雷 网 ，…… 萌 

芦 提 下 药 , 岂 不 误 人 人 性命? “后 此 虽 明 来 江 讲 医 牛 之 坷 , 着 理 

却 不错 。 药 物 避 有 更， 其 药理 机 制 远 比 药物 堕胎 复 森 。 因 此 之 

故 ， 在 明代 以 前 ， 从 中 医 典 籍 中 所 见 避孕 方药 不 客 。 到 了 明 

清 , 则 明显 增 如 。 王 你 东 & 中 国 传 统 性 医学 》 峙 录 收录 了 十 

种 中 医 避 孕 方药 ,但 末 标 明 各 方 出 处 , 故 难 向 其 详 。 企 明 清 医 

籍 所 收 的 避 李 方 巾 ,有些 非常 简单 ,例如 《4 本草 岗 目 4 卷 四 所 记 

避孕 单方 为 :“ 凤 仙 子 , 产 后 吞 服 二 钱 , 即 不 受胎 - “有 些 则 比 

较 复 杂 , 如 《好 人 良 方 上 《最 后 全 书 》 汉 妇科 王 斥 等 书 收 示 了 

用 四 物 汤 胡 芙 苦 子 的 配方 , 即 用 全 当归 、 生 地 .熟地 、 太 川 剖 、 

炒 剖 区 ,各 等 分 ,加 芸 苦 子 一 撮 人 景 岳 全 书 ? 加 红 花 ) , 圾 水 , 令 

姑 月 经 干净 后 空腹 温 服 ， 即 可 达到 避孕 的 日 的 。 这 些 药 方 

的 效果 到 底 如 何 ， 尚 有 竺 专家 借助 现代 医 掌 的 手 跨 进行 验 

证 。 从 目前 的 认识 水 平 册 发 来 看 ,效果 可 能 不 是 很 明显 ,其 至 

没有 才 少 效果 。 除 了 医书 中 所 收 了 配方 外 ， 明 清江 新 民间 还 流 

[1] 见 王 她 村 编著 :中 国 传 统 性 医学 ?, 附 录 -。 

[2] 《 神 真 后 忠 3 第 十 上 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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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着 一 些 避 孕 验 方 。 据 《 坪 川 先后 集 》“ 先 由 事 略 ”, 归 有 光 之 

母 结婚 之 后 , 每 年 生育 . 自 言 “为 子 昔 "。 于 是 有 老 妇 “以 杯 

水 盛 二 螺 进 日 饮 此 后 妊 不 数 揭 “。 归 和 母 饮 后 成 了 哑巴 ,一 

年 多 以 后 就 死 了 ,年 仅 25 岁 。 但 在 此 一 年 多 中 ,也 未 再 生育 。 

这 个 例子 表明 :在 明 清 江浙 ,民间 确实 在 使 用 某 些 药 牺 避孕 。 

不 过 ,在 这 些 药 物 中 ,有 的 副作用 很 大 。 

最 有 意思 的 是 ,在 明代 ,已 有 人 党 试制 作 与 妇 性 服用 的 站 

孚 方药 相配 合 的 解除 寻 孕 方药 .使 得 避孕 妇 玄 在 希望 生育 时 

恢复 生育 能 力 ， 从 而 使 得 妇 妇 可 更 放心 地 使 用 避孕 药物 。 在 

此 方面 , 赵 献 可 《邯郸 迁 稿 》 中 记载 的 “九龙 丹 " 就 是 一 个 典型 

例子 。 据 该 书 称 ,及 妇 人 生理 不 顺 怕 产 者 , 宜 服 九龙 丹 , 风 不 

娠 。 其 故 何 也 ? 此 药 能 令 脂 膜 生 满 子 室 ,不 受孕 侨 。 如 以 后 要 

天 而 受孕 者 ,以 车 前 子 为 末 , 温 酒 服 一 钱 , 数 服 仍 可 受孕 , 极 着 

之 法 也 "。 不 过 , 这 种 药物 尚 出 于 话 制 阶段 , 所 起 作用 看 来 不 

会 有 密 大 。 

以 药物 来 消除 生育 能 力 ， 就 是 药物 绝育 。 中 医 对 药物 缀 

育 的 探讨 , 很 早 就 已 出 现 , 因此 在 《小 品 方 》 中 已 有 妇 人 服 后 

“终身 不 产 ” 的 “ 断 产 方 "。 隋 唐 以 来 的 许多 医书 中 , 都 有 绝育 

之 方 , 从 王旭东 《中 国 传统 性 医学 》 附 录 一 收集 的 蕊 个 绝 彰 方 

(无 出 处 ) ,可 以 略 守 中 医 绝育 方药 的 大 概 。 大 体 而 言 ,明代 以 

前 的 方药 ,可 千 性 较 差 。 例 如 《千金 要 方 》$》 《于 金 翼 方 涉外 合 

秘 要 》. 太 平 圣 惠 方 》《 妇 人 大 全 良 方 》 等 书 ,都 收录 有 一 个 用 

短 故 纸 ( 即 春天 表 化 负 奉 的 空 壳 纸 ) 来 绝育 的 单方 。 该 方 为 : 

将 熏 故 纸 烧 成 灰 ,用 酒 调 服 , 妇 可 终身 不 邓 。 这 些 方 书 中 还 记 

载 了 其 他 玫 种 “ 断 子 方 ”, 这 些 方 子 并 为 明代 名 医 武之 望 收 录 

入 其 《 济 阴 网 目 》。 其 一 为 :“* 用 和 白面 一 升 , 无 忒 酒 五 升 , 打 和 作 

糊 , 者 一 升 半 ,用 绢 息 滤 去 秸 . 作 三 服 , 候 月 经 将 来 日 , 晚 下 吃 

一 服 ,天 明 吃 一 服 , 月 经 即行 ,终身 绝 子 。 "其 二 为 :用 油 阴 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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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中 3 一 0Sr 有 这 了 珊 和 到 生计 台 毕 赂 

银 ， -日 方 息 ,空心 服 惠 核 一 万 , 永 断 孕 , 不 伤 人 。 “不 过 这 些 

配方 屋 否 有 效 , 颇 为 可 蜂 , 而 其 中 最 后 一 种 , 显然 有 害 于 人 体 

健康 。 明 清 医 家 提出 了 一 些 较为 安全 、 可 能 也 相对 可 靠 的 绝 

育 配方 。 例 如 , 用 零 陵 香 绝育 的 方法 , 见于 《本 草 网 目 》“ 百 病 

主治 药 ” ,其 方 为 … 零 陆 香 , 河 服 二 钱 , 尽 一 两 , 绝 孕 。“ 同 书卷 

十 “ 零 陵 和 理 " 条 为 对 此 方 的 药理 机 制作 了 解释 ,说 :“ 盖 血 上 前 香 

即 散 也 。 "和 零 蔷 和 覃 是 有 了 查 下 生育 的 作用 ,因此 此 法 可 能 有 一 定 

区 有 末 。 另 一 种 以 零 陵 香 为 主 药 的 绝育 方 , 是 将 零 陵 香 1.5 两 ， 

配 证 前 子 2 两 . 莲 须 2 两 .带子 花椒 0.5 钱 , 寒 水 石 9 钱 , 共 研 

为 末 , 妇 人 月 经 干净 后 服 之 , 据说 也 可 以 收 绝育 之 巧 。《 济 阴 

纲目 # 则 记录 了 ”四 物 汤 五 钱 , 加 芙 普 子 二 钱 , 于 经 行 后 空心 温 

服 ” 的 绝育 药方 。 清 代 渐 江 药 学 家 赵 学 敏 在 其 《本 草 岗 目 拾 

沉 # 卷 六 收录 的 另 一 民间 验方 是 : 将 苦于 茶 与 十 大 功劳 “和 

匀 网 炒 ， 焙 成 荣 ， 货 与 尼 唐 ， 转 依 富 家 妇女 。 云 妇 人 服 之 ， 

终身 不 节 ， 为 断 产 第 一 妙药 也 ” 。 这 些 方药 的 实际 使 用 情 

训 ， 史 无 明文 。 但 据 《 清 皮 旋 门 先生 锡 瑞 年 谱 》 ， 在 济 代 湖 

南 ， 民 闻 确 实 使 用 药物 第 育 ， 尽 管 结果 很 不 理想 【例如 皮 锡 

瑞 的 母亲 ， 有 上 服药 后 绝育 未 成 ， 反 而 损害 了 健康 ) 。 由 此 推 

断 ， 明 清江 新 人 也 在 尝试 使 用 药物 移 育 ， 但 是 所 用 方药 做 平 

还 不 能 收 到 良好 效果 。 

总 之 ,在 宋元明 浓 江 浙 ， 借 助 药物 来 避 芝 和 绝育 看 来 还 

外 于 营 试 阶段 ， 因 此 尚未 得 到 普遍 而 有 效 的 使 用 。 至 于 旱 有 得 

药 牺 ， 则 已 逐 新 次 得 比较 成 熟 ， 因 此 运用 亦 较 广 。 

二 非 药 物 节 育 方 法 及 其 运用 

非 药物 节育 方法 ， 主 要 有 手术 法 和 非 手 术 法 两 种 。 王 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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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 谈论 的 是 后 --- 种 方法 。 前 一 种 方法 虽然 在 宋元明 滑 江 新 

运用 不 广 ,但 鉴于 前 人 对 此 注意 大 少 ,因此 我 们 在 此 还 是 作 一 

简略 介绍 。 

(一 ) 手 术 节 育 法 

所 谓 手 术 节 育 法 ,就 是 遗 过 外 科 手 术 进 行 因 胎 , 或 者 通过 

外 科 手 术 厂 坏 男 女 的 生殖 机 能 以 达到 绝育 的 日 的 。 

有 关 手 术 早 胎 的 记载 ， 始 见 二 清 代 。 清 代 江 苏 医 家 王 孟 

英 在 其 对 《 沈 氏 妇科 辑 要 》 所 作 的 案 语 说 :“ 今 有 多 黯 稳 慑 , 故 

为 侗 吓 ,要 取 重 价 , 育 而 去 之 , 案 谢 而 去 。 "他 自己 的 &k 王 氏 医 

存 $ 也 说 :”* 稳 黎 抑 妇 痛 减 , 话 日 早 系 死胎 ,万 用 钩 达 儿 手足 , 零 

割 而 下 , 居 功 索 谢 -" 清 代 浙 江 医家 王 上 达 在 k 济 生 集 # 中 也 指 

出 了 * 稳 著 害 "。 尽管 时 人 对 许多 稳 牙 为 了 赚钱 而 滥 施 毁 胎 术 旺 

多 批评 n1 ,但 是 这 些 批 评 也 反 上 映 了 这 种 原始 的 瞎 胎 手术 一 一 般 

胎 术 ,不仅 马 运 用 于 临床 ,而且 和 运用 闫 为 普遍 的 事实 。 

以 手术 破坏 生殖 机 能 的 方法 在 中 国 出 现 很 早 ， 施 于 男子 

者 通常 称 为 阅 划 ， 施 于 女子 者 则 称 为 细 闭 。 民 间 秘 半 日 宫 是 

违法 的 ,因此 这 种 办法 的 使 用 在 民间 并 不 多 见 , 但 也 并 非 没有 

其 例 。 清 初 是 划 裔 主人 新 编 小 说 《十 二 笑 ? 第 三 笑 《 优 悉 媚 侦 

成 快活 ?中 讲 了 一 个 发 生 在 苏州 府 润 庭 贞 的 故事 :一 对 夫妇 感 

情 不 谐 , 妻子 盛怒 之 下 , 与 其 母 商议 疼 割 丈夫 。 其 母 委 同 之 ， 

说 近 册 上 新 来 - -全 外科 , 叫 向 辛 荐 猪 。 他 原 是 割 猪 的 出 身 ,在 

北京 学 了 赔 制 太监 的 手段 , 传 得 由 个 禁 方 ,如今 到 外 边 来 走 方 

卖 药 。“" 于 是 六 请 之 来 施行 冉 害 之 术 ,“ 辛 割 猪 走 方 之 人 ,只 感 

[il 例如 《妇科 黎 票 ?说 稿 纺 * 生 采 活 到 ,甚至 衣 死 胎儿 在 用 ,以 至 母 则 受伤 ,于 列 

惨死 , 祝 不 可 育 "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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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吸 由 一 0 有 髓 洲 蝎 避 站 邮 型 现 山 1 

于 

银子 , 便 肯 下 手 , 哪 管 他 是 非 曲直 ”。 其 法 为 : 先 以 蒙 汗 药 将 被 
施 手 术 者 灌 醇 ,然后 也 割 之 。 由 此 可 见 , 私 美 在 明 清江 浙 民 间 
依然 有 之 。 所 谓 幽 闭 ,依照 明 人 徐 树 五 《 识 小 录 》 的 解释 ," 乃 
是 剔 去 其 筋 , 如 制 马 系 极度 之 类 , 使 欲 心 消灭 "。 清 代 褚 人 著 
《 坚 声 续集 》 卷 四 则 解释 为 :* 用 木 析 击 妇 人 及 膜 , 即 有 一 物 难 
而 掩 其 屁 户 , 止 能 便 汶 ,而 人 道 永 废 矣 ,是 细 半 之 说 也 。" 用 今 
天 的 话 来 说 ,就 是 用 外 力 人 为 地 造成 子宫 脱 季 ,从 而 绝育 。 
般 而 言 , 这 些 绝育 的 方法 龟 险 性 很 大 , 徐 树 丕 也 很 明白 地 说 : 
“ 国 初 ( 明 初 ) 常 用 此 ,而 妇 往 往 多 欧 , 故 不 可 行 也 。" 但 是 江浙 
大 户 人 家 的 主妇 对 婢 万 采用 某 种 方法 ， 使 之 不 能 与 主人 发 生 
性 行为 并 为 之 生育 后 代 的 情况 , 则 一 直 存 在 。 例 如 , 据 张 明 缠 
《 董 芝 全 集 》 卷 四 “前 奥 班 记 ” 所 载 . 在 明 末 江苏 金 坛 县 的 奴 变 
中 , 造反 的 胡 仆 在 声讨 其 主人 罪行 的 格 文 中 ,就 说 道 :“ 主 妇 
妒 , 则 有 锻 标 阴 私 , 昔 毛 链 皮 , 丑 痛 之 声 , 流 间 于 外 。” 到 了 清 
代 , 据 褚 人 获 《 坚 略 续 集 》 着 四 说 , 仍 有 官 绅 人 家 中 的 妨 妇 ,以 

类 但 方法 虚 待 婢女 ,的 东 纳 婢 阴 中 ,而 以 绳 锋 之 ”, 或 "以 锥 藻 
其 阴 而 镇 之 , 弃 其 铀 是 于 井 *。 他 并 且 也 提供 了 一 个 顺治 时 党 
州 官宦 人 家 使 用 这 种 方法 的 具体 例子 。 但 是 这 种 方法 的 使 用 
并 不 限于 明 铺 之 际 ， 也 不 限于 官 绅 之 家 。 例 如 道光 时 潮州 归 
安 人 朱 计 清 在 其 《 埋 忧 集 》 卷 五 “ 饥 阴 "中 ,就 记述 了 一 个 湖州 
人 竹 疗 乡下 无 赖 沈 某 ， 对 其 春 采 用 这 种 方法 的 故事 。 不 过 总 的 
来 说 ， 这 些 黎 法 因为 过 于 残忍 野 变 ， 容 易 汶 起 社会 与 论 的 反 
对 ,因此 在 江浙 运用 也 很 有 限 。 

(二 ) 非 手术 节育 法 

宋元明 清 时 斯 人 们 所 普遍 短 道 的 非 药 物 节 育 方法 ， 大 类 

来 说 ,主要 是 使 用 针 复 来 嘎 险 与 饮 育 ,以 及 通过 食用 某 些 食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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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乏 孕 。 此 外 ,通过 调节 房事 的 日 期 和 方式 ,或 延长 哺乳 的 夺 

期 ,也 可 收 到 节育 的 效果 。 后 一 种 方法 ,宋元明 清江 新 人 人 电 可 

能 已 经 知 齐 并 使 用 - 

1. 针 秽 与 推 章 

通过 针 筑 进行 蝴 有 瞳 ， 从 今 月 医学 的 立场 来 看 是 完全 可 行 

的 ， 而 且 据 :- 些 临床 统计 来 看 效果 也 还 不 错 。 马 王 叭 出土 的 

《 胎 产 书 》, 已 警告 对 好 在 妊娠 的 革 睛 不 可 针 某 穴 ,说 明 早 在 先 

秦 时 代 医 家 已 经 知道 针 基 些 穴 位 可 能 导致 入 产 。 到 了 南朝 时 

代 , 有 记 裁 表明 当时 的 医生 已 经 掌握 针 儿 下 死胎 的 方法 ,例如 

据 # 外 余天 成，( 徐 ) 文 们 见 一 妇 人 临产 症 危 , 视 ,万 子 死 在 

腹 中 ,再 足 三 阴 交 二 究 , 有 淫 足 赤 冲 一 完 ,其 子 随手 而 下 ”。 唐 

代 & 千 金 可 方 》 则 说 术 明 云 人 怀胎 必 不 针 开 元 , 若 针 而 藩 胎 , 胎 老 

不 出 , 针 外 昆仑 立 出 。 "但 是 尽管 如 此 ,在 明代 以 前 , 镍 作 踢 胎 

的 具体 情况 仍 不 很 清楚 。 到 了 明 清 ， 有 关上 蝴 胎 的 处 方 颇 见 于 

针 粤 学 著作 。 例 如 在 针 余 下 死胎 方面 ,4 医 宗 金 鉴 放 讽 :“ 胎 不 

出 , 子 死 腹 中 , 宣 刺 子 户 。 所 玛 敬 调 针 狗 全 书 》 说 死胎 不 出 ， 

权 中 极 、 合 谷 、 昆 仑 ! 穴 )。”《 忽 广 达 生 篇 4 则 载 :“ 凡 子 殉 腹 

中 宜 秋 独 阴 穴 , 凡 三 次 即 下 。 独 阴 灾 在 二 指 节 第 一 节 犯 

中 。” 事 实 上 ， 只 杰作 出 一 些 手法 的 调整 ， 这 种 方法 也 可 用 

于 引产 ， 因 为 二 者 常用 处 方 都 以 合 窜 、 三 明 交 为 主 究 。 这 种 

针 驶 莉 产 术 自 宋代 以 后 一 直 有 人 人 使用。 在 今天 ， 此 法 仍然 在 

使 乃 , 而 且 也 有 一 定 成 效 。 据 站 诗 的 报道 , 在 使 用 此 法 的 200 

余 例 临床 手术 的 结果 来 看 ,成 功率 约 在 273 辫 右 11 ,应 当 说 相 

[11 和 欠 国 刘 读 :古村 妇 和 村 费 损 苇 大 成 了, 212 页 。 关 于 针 贡 流产 问题 ,一 向 育 争 

沦 。 一 些 学 者 认为 针 亦 只 陛 起 扩 官 . 开 大 宣 口 的 作用 ,有 助 于 分 总 时 量 产 , 井 

布 能 上 萨 早 .中 期 好 主 中 止 。 但 到 再生 检 测 , 针 朝 确 实 甬 各 中 止 早 期 姓 皂 ,而且 

胎儿 月 蕉 越 小 ,妊娠 鹏 次 趟 索 ,或 功率 也 趟 商 。 见 浏 请 书 .209 一 214 真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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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不 错 。 

此 外 ,在 绝育 方面 , 早 在 明 铺 以 前 很 入 ,《 针 灸 甲乙 经 》、 

4 千金 要 方 y 就 已 谈 到 针 狗 石门 穴 会 导致 妇女 绝育 。 宋 代 《& 针 

灸 资 生 经 4 又 引 &《 干 金 方 《 干 金 栅 方 》 重 申 : “ 妇 人 签 断 产 

入 中 上 一 才 三 壮 , 即 断 ”， 石 门 尽 灸 , 铜 云 针 之 绝 子 。…… 阴 

交 贷 窗 物 梦 。 又 去 石门 、 开 无 ， 相 去 一 才 ， 针 开元 洽 妇 大 

无 子 , 针 石门 则 终身 绝 凯 ， 其 道 幽 隐 ， 岂 可 轻 侮 载 ! ”可见 

朱 人 对 此 知悉 已 详 。 这 些 知 识 反 复 为 后 代 医 书 引 用 。 明 代 

《 普 济 方 $ 着 四 二 四 说 :“ 治 妇 人 欠 断 产 , 右 中 上 一 才 , 灸 三 壮 

即 断 ”石门 及 和 灸 ， 钨 和， 针 之 绝 子 。 《针灸 大 成 说 : “五 

站 妇 人 禁 针 禁 笋 , 犯 者 绝 子 - “有 医学 人 门 ?》 也 说 … 妇 人 

针 颁 石门 ,终身 学 不 成 。 " 清 代 《k 针 入 集 成 上 在 讨论 针灸 禁忌 

时 ,仍然 香 谍 人们 :石门 针 委 应 须 妃 ,女子 终身 茸 不 成 。 可 

和 匈 使 用 针灸 石门 灾 的 方法 来 绝育 ， 是 宋 以 来 的 针灸 忽 痛 的 

主要 手段 。 此 法 是 否 真 有 效 ? 近 代 针 费 专 家 承 谈 安 在 其 所 著 

中国 针 费 学 ?中 子 以 肯定 的 回答 ; "石门 ,好 人 禁 针 笑 , 因 能 

使 卵 某 爱 和 伤 而 不 孚 。 凡 子女 过 难 而 有 和 忽 育 要 求 者 ,可 针 儿 石 

门 ,但 行 针 时 应 控 准 人 穴位。 针 石 门 的 同时 也 可 针 中 概 . 关 元 、 

三 阴 变 、 合 谷 ， 和 右 足 内 中 上 一 寸 ， 均 针 后 加 入 ， 确 可 绝 

二 。 01 此 外 , 据 & 针 颖 大 成 , 亦 可 用 奥 法 绝育 ; "人 答 断 产 ,入 

石 足 内 中 上 -- 寸 , 合 澡 。 又 一 法 : 灸 脐 下 二 寸 二 分 , 兰 壮 , 肩 

并 -。 但 是 ,这 些 方法 在 宋元明 清江 浙 究 竟 送 用 情况 到 底 如 

何 ” 现 尚 不 清楚 ,因此 还 有 待 从 史籍 中 去 发 摘 证 据 。 

此 外 , 使 用 中 医 的 按 麻 推拿 之 法 也 可 嘲 胎 。 这 一 点 , 斤 

人 可 能 已 知之 。 南宋 时 按 亲 术 颇 为 流行 ,而 且 也 运用 于 妇 产 

[1 大 间 精准 康 :t 针 倪 推 二 学 中 ?. 185 页; 以 下 陈 和 亮 : (中国 古今 性 医学 大 观 )》， 

1?7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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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涌 疗 - 据 4 坎 坚 志 少 , 当时 名 医 旋 安 常 当 用 按摩 术 为 难产 孕 

妇 助 产 ， 令 察 人 以 遍 温 其 腰 腹 间 , 安 常 以 手 上 下 推 摩 之 , 孙 

妇 觉 肠胃 微 痛 ,喇叭 间 生 一 男子 ,母子 此 无 送 “101。 这 种 助 产 

控 摩 本 , 倘若 施 于 怀孕 早 戎 的 学 妇 并 用 力 较 大 , 即 可 造成 演 

产 。 推 拿 量 胎 的 方法 在 请 代 江 南 民 间 使 用 很 普 示 。 人 已 如 朱 毅 

清 《 埋 优 集 着 四 “堕胎 "说 :嘉庆 时 潮州 归 安 县 农村 的 收 生 

妇 ， 能 晴 胎 ,以 此 汐 利 ” ,每 次 为 人 蝴 胎 ,收费 “ 瘟 钱 五 和 核 ”。 

其 法 为 :“ 以 阐 海 泪 草 鞋 ", 取 而 用 力 撑 摩 孕 好 之 腹 , 伸 胎 旱 

下 。 不 过 从 这 则 记述 所 讲 情 况 来 看 ,这 种 方法 具有 相当 的 危 

险 性 。 

2. 食物 避孕 

某 些 食物 会 对 人 的 生育 机 能 发 生 一 定 影 响 。 这 一 点 ， 

宋元明 清 人 知之 其 密 , 所 以 医书 和 其 他 文献 中 每 每 有 “ 食 

疗 " 之 法 。 不 过 ,这 些 “ 食 疗 " 方 法 ,大 都 是 “食补 "法 ,着眼 

于 改善 男女 的 生 彰 机 能 , 以 增加 受 孚 几率 。 至 手 在 避孕 方 
面 ,宋元明 清 人 已 知道 媒 食 肉食 和 葡 、 藉 .韭菜 等 食品 可 抑 

制 性 敬 ! 从 生 减 少 受 孕 机 会 1)。 但 从 我 们 所 见 的 史料 来 看 ， 

对 江浙 人 民 的 避孕 有 直接 影响 的 食物 ,只 有 棉籽 油 一 种 。 

然而 , 正 是 这 种 避孕 食物 ,对 江浙 人 民 的 生育 情况 起 到 了 

重要 的 作用 。 

棉籽 油 , 即 从 棉花 种 籽 (棉籽 ) 樟 出 来 的 狂 。 经 现代 科学 

检测 ,棉籽 油 中 所 售 的 棉 酚 ,具有 抑制 男子 生育 功能 的 作用 。 

棉 酚 在 商 温 强 磊 条 件 下 会 分 解 消 失 , 担 用 旧 法 榨 油 ,不 能 彻 麻 

清风 棉 酚 -. 因此 长 期 食用 旧 法 梯 制 的 棉籽 油 ,会 造成 不 育 。 我 

国 现在 还 有 一 些 农村 的 居民 ， 因 一 直 食 用 棉籽 镁 而 造成 多年 

[)] 旬 阅 博 维 脱 :区 针 仙 推 二 学 史 》 ,93 一 听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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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育 的 。 但 是 如 杂 停 止 食用 ,过 一 段 时 间 后 ,生育 能 力 仍 有 可 

能 恢复 。 因 此 之 故 , 有 人 称 检 籽 油 为 “安全 可 靠 " 的 “强力 避 池 

药 "!L11。 

棉籽 斋 可 食用 ， 但 迄今 我 们 尚未 发 现 有 明 找 江 新 有 将 

杭 籽 油 作为 食用 油 的 记载 ， 故 推测 当时 食用 术 籽 油 尚 来 普 

遍 。 到 了 清 伐 , 棉籽 铀 的 食用 在 江 新 已 经 很 普遍 , 以 至 在 不 

产 棉花 的 谢 州 . 棉籽 油 {《 护 称 为 “ 青 季 ”) 也 被 地 方志 列 为 当 

地 主要 食用 诗 之 一 ,而 且 " 市 肆 每 以 挫 人 荣 宙 "出 肯 L31。 为 什 

么 要 将 棉 村 油 挫 人 菜油 出 售 ” 主要 是 因为 棉籽 油价 格 较 荣 

得 低 窜 ,商家 借 摊 假 以 伴 利 之 发 。 因 此 , 褚 华 《木棉 谱 少 说 : 

“ 木 杭 了 榨 为 澳 ，…… 色 亲 而 征 , 以 之 注 灯 则 不 明 , 以 之 

和 匣 则 味 醇 ,但 其 值 申 贱 , 市 娃 疝 私 严 之 ,以 为 本 秆 .豆油 之 

学 显 本 。 " 杨 光 辅 《 容 南 乐府 ?也 说 :“ 棋 形 核 梯 油 ,用 以 照 

橙 , 若 煮 食 不 及 菜 、 豆 油 ， 故 价值 亦 贱 。" 郑 光 祖 《 醒 世 一 雇 

录 “. 杂 了 录 # 卷 六 "棉花 价 " 条 则 说 : 杭 籽 为 注 人 价 ) 不 是 计 。 

可 匈 确 实 是 一 种 最 廉价 的 食用 油 。 因 此 ,尽管 清 代 江浙 人 民 

可 能 尚未 明确 认识 到 棉 李 油 的 避 邓 作用 ， 但 是 由 于 他 们 经 

常食 用 之 ,所 以 实际 上 可 以 说 已 经 在 不 自觉 地 服用 这 种 “ 踢 

力 避 孕 药 ” 了。 当然 , 由 于 棉籽 池 在 清 代 江浙 食用 油 结构 中 

所 占 比 重 不 高 【更 饮食 用 的 是 菜 锅 和 豆油 )， 人 们 一 年 内 食 

用 棉籽 洗 的 总 量 不 会 太 融 , 而且 如 上 所 述 , 梯 糙 油 常 党 是 捧 

在 菜 镁 中 食用 ， 每 次 摄取 数量 有 女 ， 因 此 它 抑制 生育 的 效 

果 ， 可 能 不 像 在 那些 长 期 主要 食用 相 籽 油 的 地 方 那么 明 

显 。 不过, 由 于 经 常食 用 , 肯定 对 男性 生育 能 力 会 有 一 定 的 

fi 大 了 呵 午 居 白 话 伏 生 回 森 内 各?3.38 页 ; 贫 数 桓 :群芳 谱 译 生计 增 者 订正 本 )， 

159 珊 。 

[21 见 不 丰 上 南 汝 镇 机? 使 二 十 四 特产 ,同治 { 梢 州 府 志和 将 三 二 二 物产 下 , 同 诊 上 驱 

林 镇 志 ? 交 十 六 物产 ,等 等 。 



抑制 。 由 于 棉籽 油 味道 不 佳 , 而 且 价 格 便宜 , 食用 者 自然 主 

要 是 贫苦 民众 ， 这 使 得 这 些 民 从 在 无 意 中 志 采用 了 一 种 最 

廉价 的 节育 手段 。 这 一 点 上 分 重要 ,因为 与 比较 富 炸 和 受过 

教育 的 阶层 租 比 ,贫苦 民众 对 于 节育 的 愿望 比较 微弱 , 而 可 

采用 的 手段 也 比较 从 艇 10 

3. 调节 房事 和 延长 哺乳 

江浙 医家 对 房事 与 生育 之 曾 关 系 的 了 解 ，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

移 而 日 新 深信。 陈 自明 在 《 妇 人 大 全 和 良 方 》 着 九 “ 求 阐 卜 

“ 褚 尚书 求 表 论 第 二 "中 ,归纳 前 人 所 论 ,提出 了 “交会 禁 尽 ” 

和 “田子 受胎 时 日 法 ”, 认为 避 开 禁忌 , 遵循 正确 日 子 , 就 雁 

易 受 孕 得 子 。 反 之 则 和 否 。 到 了 明 清 时 代 , 江 新 医家 对 房事 己 

生育 之 间 关 系 的 --: 些 方面 ,已 有 正确 的 认识 - 例如 ,万 病 回 

奉 》 卷 四 说 : 房事 之 后 , 倘若 去 六 排 小 便 , 易 使 精 滚 流 出 ,从 

而 减少 受孕 的 机 会 , 因此 若 要 增加 受孕 的 机 会 , 就 应 当 “ 交 

侣 毕 . 令 女人 稳 睡 不 动 ,…… 顿 饮 时 节 ,不 可 动身 "。 又 , 张 介 

究 在 《 景 喇 全书》 卷 三 十 九 子 厅 类 人 事 部 二 机 篇 中 , 指出 妇 

女 怀 凶 早 期 .倘若 丈夫 不 节制 房事 ,就 会 导致 " 暗 产 "-《 仁 寿 

镜 》“ 宣 男 集 ” 解 释 “ 暗 产 ” 说 : “大抵 一 月 之 胎 即 荃 ,人 汉 不 知 

有 胎 。 大 但 知 纵欲 , 岂 料 其 已 受胎 而 验 也 ,此 名 了 瞳 产 。 金玉 

秘诀 》 则 说 得 更 为 明白 :* 妇 人 觉 有 孕 , 男 即 不 宣 与 接 。 和 者 不 

妃 , 生 半 产 。 盖 女 与 男 接 , 欲 动情 胜 , 亦 必 有 所 输 泄 ;而 子 官 

双开, 故 密 至 半 产 。" 很 明显 ,上 述 医 书 都 告 诚 人 们 不 应 如 何 

如 何 ， 和 否则 会 引起 受孕 表 难 或 流产 。 但 是 笛 若 人 们 意 在 市 

育 ,他 们 自然 也 可 以 自觉 地 首 之 而 行 。 科 学 知识 本 来 就 是 一 

[11 笋 阅 李 中 清 以 这 国 晚 菜 中 国 的 历史 人口 学 :新 近 的 研究 成 果 玉 曾 沁 ?又 , 近 

化 早期 英国 的 情况 也 与 此 相 类 。 犯 Lawrcenoe Sone : Te Fanuiy，Ser mmnd 对 ar 

Page 扣 Frigiand 1500 一 16800,26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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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双 丸 的 剑 , 既 可 顺 其 道 而 行 之 , 以 收 正面 之 效 , 亦 可 反 其 
道 而 行 之 ,以 求 相 反 结 果 。 关键 在 于 使 用 者 是 拒 闭 和 何 目的 来 
使 用 这 些 知 识 的 。 

有 趣 的 有 是， 江浙 医家 对 于 房事 与 生育 关系 的 一 个 错误 看 
法 ,对 后 育 控制 也 起 到 了 积极 的 影响 。 我 们 知道 ,妇女 只 有 在 
每 个 月 的 排卵 期 内 才 会 受孕 。 妇 女 的 排 肇 期 是 在 什么 日 子 
呢 ? 以 往 的 医家 认为 在 妇女 月 经 刚 净 之 日 ,这 当然 不 正确 。 但 
是 一 直到 明 清 时 代 , 江 浙 的 医学 家 们 仍然 坚持 错误 的 旧 说 , 认 
为 妇女 最 佳 受 孚 时 间 是 在 月 经 干净 后 三 数 日 内 。 即 使 是 著名 
医家 如 洪 基 , 在 其 《 摄 生 总 要 秘 剖 》%* 种 子 方 " 中 ,也 认为 “ 宜 种 
子 之 时 "是 在 * 妇 人 行经 过 后 凡 六 日 "。 这 个 错误 ,使 得 许多 虚 
心 求 子 的 夫妇 ,在 医生 的 指导 下 去 追求 最 佳 受孕 时 间 ,结果 反 

， 而 错过 了 真正 的 最 佳 时 间 ， 从 而 难以 受孕 。 这 对 于 节制 生育 
。 来 说 ,不 能 不 说 是 “ 因 福 得 氮 "。 此 外 , 自 宋 以 来 江浙 医家 对 人 
们 的 性 生活 握 出 了 许多 枪 最 ， 也 使 得 男女 交合 受到 很 大 的 限 
册 ， 从 而 减少 了 妇女 受孕 的 机 会 。 得 型 的 例 闻 如 南宋 周 守 忠 
的 《养生 类 繁 》 卷 下 人 事 部 "交合 "条 中 关于 男女 交合 的 禁忌 。 

这 些 禁 忌 无 所 不 有 , 使 得 男女 交合 非常 受 限 制 。 他 还 说 :“ 凡 
月 一 、 三 日 、 五 日 、 九 日 . 二 十 日 , 此 生日 也 ,交会 令 人 无 疾 
病 。" 据 此 ,一 个 月 中 仅 有 5 日 是 适合 交合 的 日 子 。 如 再 除去 各 
种 禁忌 所 认为 不 宜 的 情 癌 ,那么 夫妇 间 就 几乎 没有 什么 合适 

的 日 子 进行 性 生活 了 。 这 些 禁 灵 , 大 多 无 科学 根据 。 明代 浙江 

钱塘 医家 高 济 在 其 ( 遵 生 作 禾 》 卷 十 4 色欲 当 知 所 歹 论 》 中 引用 

了 和 孙 思 慌 关 于 行 房 避 鼠 的 论述 之 后 ,指出 这 些 禁忌 的 “ 立 教 之 

意 ” ,实际 上 是 "下 人 节 和 欲 , 借 时 日 以 惧 之 耳 "。 房 事 减 少 ,受孕 
机 会 自然 也 随 之 降低 。 

擎 握 妇 女生 理 特点 而 采用 的 另 一 种 非 药 物 避 人 瘦 方 法 ， 是 
延长 母亲 为 宙 儿 哺乳 的 时 期 。 现 代 科 学 证 明 :这 是 一 种 有 效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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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 、 低 成 本 的 节育 良法 [0l。 这 种 方法 在 江浙 的 使 用 情况 如 

何 ， 因 史料 帅 如 ， 难 以 具 知 。 丰 过 ， 延 长 哺乳 在 江浙 相当 普 

遍 , 尽管 大 们 运用 此 法 往往 是 出 主 别 的 目的 。 明 初 医书 4 普 济 

方 》 状 二 六 口 * 砚 孩 " 从 健康 育 斤 的 角 诬 出 发 指出 :所谓 哺乳 

二 周三 岁 , 则 益 其 体 ” ,并 批评 “ 今 人 未 周 村 其 乳 , 人 月 窟 用 半 ， 

岂 不 致 疾 *? 而 更 客 的 则 是 从 亲情 的 前 度 出 发 要 求 延 长 哺 纯 。 

元 林 乱 齐 就 已 提出 :“ 凡 生子 以 自 乳 最 好 , 所 以 疆 子 有 相爱 之 

情 。…… 尸 无 乳 而 用 乳母 , 必 不 得 已 而 后 可 也 -“02 他 提倡 自 

乳 的 出 发 点 是 母子 感情 ， 但 此 外 更 重要 的 一 个 因素 却 是 居 家 

的 素 道 。 中 国 自 古 就 有 时 乳 三 年 的 礼俗 ， 并 把 哺乳 三 年 帘 为 

为 父母 服丧 三 年 的 礼俗 依据 [31。 在 礼教 盛行 的 时 代 (特别 是 

明 清 ) ,这 应 当 是 很 尊 志 的 ,所 以 清 代 江南 劲 善 书 4 几 希 录 儿 公 

母 " 条 载 陈 成 师 文 引 时 谚 说 :十 月 怀 险 娘 辛 苦 ,三 年 哺乳 母 勤 

劳 -“ 由 此 可 知 此 法 在 宋元明 清江 浙 运 用 亦 很 广 。 

三 史 胎 .避孕 与 绝育 方法 的 传播 途径 

从 以 上 所 述 可 至 ， 宋 元 明 清江 浙 人 民 所 知道 和 和 司 用 的 

111 1995 年 1 月 .世界 卫生 组 织 和 其 他 国际 科研 组 织 的 芭 位 科学 家 和 计划 生育 

专家 , 对 -. 项 为 期 七 年 . 出 查 范 围 旬 及 中 国 和 世界 六 大 涡 许 密 国 家 获 千 名 旭 

嘉 的 协作 研究 的 关 果 ,进行 了 分 煌 ,所 得 出 的 婧 论 是 : 站 有 具 妇 妇 在 分 交 后 六 

个 月 内 不 来 月 彝 . 并 且 完 全 或 基本 上 用 母乳 咀 非 型 儿 . 那 去 咀 胃 母亲 的 避 生 

成 功率 在 晤 入 以 上 ,这 些 科 学 豪 和 计划 生育 专家 把 这 种 方法 称 为 "哺乳 闭经 

属 孕 尘 "(1LAM] , 认为 这 向 方 污 不 忆 各 了 孕 率 高 ,而 且 戌 本 以 , 有 滑 于 使 妇 玄 保 

持 香 当 的 怀孕 间隔, 同时 还 人 能 改善 妇女 的 炉 廉 和 握 高 万 镍 的 成 活 率 , 是 一 种 

很 太 的 节理 方法 , 值 担 大 力 推广 -。 风 杞 来 西亚 新 诲 峡 时 摄 9$1995 年 12 月 25 

日 京 章 X 母 亲 区 村 儿 眼 奶 可 以 避孕 }。 

[2] 支 至 正直 记 ? 交 生子 自 乳 "条 。 

[3] 攻 礼 证 入 内 则 "说 村 请 于 者 三 年 而 出 。 刘 癌 攻 灌区 3 郑 一 则 说 六子 生 三 年 , 娩 后 

饮 于 多 且 衬 怀 。 喜 制 斑 三 年 ,所 以 报 侈 本 加 也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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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的 8 一 的 11 有 入 滞 向 门 二 下 此 同 

加 二 人 站 村 -本 下 Lam 吉村 十 有 六 2 

于 - 辣 . 本 下 一 一 中 有 二 ET mm- 恒 

堕胎 .避孕 和 绝育 方法 ,是 相当 才 样 化 的 。 这 种 密 样 化 ,使 得 

仔 们 有 可 能 根据 各 自 的 具体 条 件 ， 来 选择 适合 自己 情 次 的 

节育 方法 . 这 里 我 们 要 谈 的 是 :宋元明 清江 新 民 信 是 如 何 获 

得 这 些 方 法 的 ? 很 明显 . 如 果 不 能 获得 这 些 方 法 , 他们 也 就 

不 会 去 运用 这 些 方法 进行 节育 。 因此 ,了 了解 他 们 获取 这 些 方 

法 的 途径 ,对 于 判断 这 些 方法 的 使 用 到 底 有 多 普遍 , 是 非常 

必 蓝 的 。 

李 中 清 的 妍 究 表 明 : 在 清 代 中 国 ， 各 个 社会 阶层 对 于 

节制 生育 的 态度 颇 有 差别 : 社会 地 位 和 人 经济 地 位 较 商 的 阶 

层 . 不 仅 节 制 生育 的 愿望 较为 强烈 ， 而 且 可 采取 的 方法 也 

较为 充分 : 斯 通 (Lawrence Stone) 的 研究 则 证 明 16 一 下 世纪 

英国 的 情况 也 是 如 此 LI1。 因 此 这 看 来 是 具有 普遍 人 性 的 现 

象 。 本 文 所 谈 到 的 大 老 数 节育 方法 ,为 宋元明 清江 浙 社 会 

此 位 和 和 经济 地 位 较 高 的 阶层 采用 的 可 能 任 较 大 ， 因 为 他 们 

太 多 受过 教育 ， 可 以 从 医书 中 获得 有 关 信 息 ， 同 时 由 于 篆 

济 条 件 较 佳 , 也 能 能 享受 较 好 的 医疗 服务 。 与 此 相反 ,大 客 

数 普 通 民 众 , 因 识字 不 煞 或 根本 不 识 字 , 加 上 家 填 贫 寒 , 因 

此 较 少 可 能 从 医书 中 获得 有 关 的 节育 知识 或 求助 于 医 

生 。 此 外 ,在 宋元明 清 时 期 ,让 于 癸 家 社 教 盛行 ,这 类 与 性 

有 关 的 生育 知识 ,往往 被 道学 人 士 斥 为 下 芝 ， 其 传播 往往 

也 爱 到 官方 的 限制 或 禁止 。 这 就 出 现 了 一 个 问题 : 既然 下 

层 民 人 丸 较 少 直 接 从 书 中 获得 节育 知识 ， 又 很 难 从 社会 

“正夫 ”的 信息 传播 渠道 得 到 有 美 改 讯 , 那么 ,. 这 些 知 识 是 

怎样 在 他 们 当中 传播 的 呢 ? 此 外 ， 必 们 又 是 如 何 获得 必要 

的 节育 药 牺 和 服务 的 呢 ? 

[il 见 威 丰 {t 南 得 依 志 》 崔 一 十 四 物产 .局 治 《 湖 州 府 志 ? 准 三 十 三 物产 下 ,同和 窜 忒 台 

林 慎 志 》? 鹤 十 六 牺 产 ,等 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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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》 民间 俗 文 化 传播 网 络 :节育 知识 

最 主要 的 传播 渠道 

节育 知识 最 主要 的 和 持 播 梁 道 , 是 当时 民间 俗 文 化 的 传播 

岗 络 。 在 宋元明 清 时 基 的 江浙 , 随 着 社会 .经济 .文化 的 发 展 ， 

民间 俗 文化 与 高 庆 发 达 的 商业 贸易 网 络 相 结 合 . 就 形成 了 一 

个 非常 有 瘦 的 民间 惟 文 化 传 播 网 络 , 即使 是 不 识字 的 下 层 民 

侈 . 也 无 不 通过 这 个 网 络 受到 俗 文化 的 覃 陶 或 获取 有 关 知 

识 。 我 们 在 上 文中 说 到 的 那些 节育 郑 识 , 大 多 也 属 手 当时 民 

间 俗 文化 的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- 因此 有 关 生 育 的 知识 很 容易 

通过 这 个 阿 络 传 布 ,特别 是 通过 由 母 女 . 姊 床 .亲友 .街坊 ,以 

及 所 请“ 三 姑 六 敬 者 流 所 组 契 的 女性 傅 息 传播 网 络 ,到达 人 姑 

所 局 知 。 这 里 我 们 要 强调 的 是 :那些 “三 站 六 黎 " 在 这 些 知 识 

的 传播 方面 起 了 主要 的 作用 。 

三 站 六 移 , 按 照 田 艺 葡 & 留 青 日 札 》 卷 二 的 解释 , 即 尼姑 、 

道 关 、 封 站 和 和 拷 黎 . 媒 著 . 师 效 、 虚 黎 、 药 黎 、 稳 著 . 此 外 还 有 绣 

花 娘 . 捕 带 获 .上 先 生 等 。 她 们 是 当日 中 国 社 会 中 最 活 茎 的 女 

性 , 见 多 识 广 .神通 广大 。 由 于 职业 的 需要 , 她 们 社会 联系 面 

很 广 。 用 4 鼓 吾 区 人 尘 # 第 二 十 五 国 & 亲 街头 媒 著 争 训 , 推 鬼 病 小 

姐 相 思 # 和 《 喻 世 明 言 》 着 一 《 葛 兴 再 重 会 珍珠 多 放 中 形容 媒 

婆 、 卖 靶 的 语言 来 说 , 就 是 " 走 于 家 , 踏 万 户 "， 能 言 快 语 , 况 

且 王 日 叫 街 走 奉 , 大 一 家 不 认得 ”?” 而 《 主 今 小 说 让 着 二 十 五 

《 李 秀 师 义 结 黄 贞 女 放 中 更 引用 明代 江南 民 详 说 媒 著 “东家 

走 , 西 家 走 , 两 脚 奔 臣 气 常 吼 ; 牵 三 带 四 有 商量 . 走 进 人 家 不 

煌 狗 。 前 街 某 , 后 街 革 ,家家户户 医 朋 友 ;相逢 先 把 笑颜 开 , 惯 

报 新 闻 不 待 抽 。 说 也 有 , 话 也 有 , 指 长 话 短 每 开 手 ;一 家 有 事 

二 

对 碍 灯 酒 岂 料 向 评 过 本 二 下 园 轩 深 问 六 于 通 呈 沿 计 .对 下 灯 烛 蜡 . 示 雇 

一 二 哩 机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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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人 31) 和 强 复 到 站 了 束 苦 霄 

且 耳 和 二 洛 驮 = 本 一， 四 TY 再 和 和 于 加 主人 瑟 开 帮 En Te 了 

百 家 知 ,何曾 留 下 隔 宿 口 - 要 卫 菜 ,要 吃 河 .脸皮 三 二 三 分 厚 ; 

背 还 羔 他 说 作 高 , 拌 干 洗 汽 七 人 斗 "。 所 以 怒 们 在 传播 信息 和 

知识 方面 ,能量 非 常 之 大 ,. 堪 称 女 性 信息 传播 岗 络 的 中 坚 。 有 

关 人 性 .生育 { 和 包括 节育 ) 的 知识 ,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就 是 通过 她 们 

来 传 布 的 。 

在 “三 站 六 小 ”中 , 稳 旋 . 医 味 和 药 烤 ,实际 上 就 是 民 

间 的 专业 妇 产 科 医 生 。. 其 中 稳 获 {( 邯 接生 牙 ) 最 为 常见 .。 即 

使 是 上 层 社 会 ,也 离 不 开 她 们 所 提供 的 专业 服务 。 据 蒋 一 

荤 《长 安 客 话 ?》 眷 一 ,明代 宫廷 里 的 稳 萎 ,就 是 从 民间 挑选 

的 。 姓 们 除了 接生 之 四， 还 在 言 迁 选 奶妈 和 选 巡 如 时 负 

责 体 检 ， 看 被 检 对 象 是 否 健 康 以 反 是 否 宜 子 。 可 见 她 们 

对 十 妇 放生 理 与 生育 特点 的 了 解 烟 为 全 面 。 肉 清 代 前 期 

江苏 秦 州 人 徐 述 浆 编 篆 的 短篇 小 说 集 《上 洞天 少 着 从 《 醒 

败类 一 一 两 决 疑 假 儿 再 反 真 ,三 诚 相 真 金 亦 是 假 $ 中 的 故 

事 来 春 , 民间 稳 团 的 技能 是 母 女 相传 的 ,可 谓 相 当 的 专业 

化 。 明 代 守 还 有 披 ,也 选 自 民间 。 医 小 对 于 性 与 生育 

亦 具 有 相当 广泛 的 专业 知识 .故常 常 要 为 娘 刀 宫女 治疗 

各 种 不 可 告 人 的 隐 疾 , 帮助 她 们 压抑 或 激发 性 向 ,为 她 们 

打 胎 ,等 等 [11。 药 黎 在 明 清 江浙 也 被 称 为 “ 妇 医 ", 在 李渔 

笔下， 她 们 往往 身 背 药 箱 《或 有 一 玄 伴 售 相 随 为 之 背 药 

箱 ) ,往来 各 家 为 妇女 治 病 !21. 褚 人 获 & 坚 加 六 集 少 浆 下 中 ， 

也 谈 到 有 药 装 “ 卖 安 胎 、 政 胎 药 .并 记述 了 妇 人 为 人 上 堕胎 

渔 利 的 故事 。 

稳 吵 . 医 闭 和 药 槛 之 外 的 “三 站 六 汛 ” ,也 大 铬 懂得 一 些 有 

关 生 育 的 知识 。 有 的 如 《水 游 传 ?》 中 的 王 婆 , 兼 昔 接 生 ( 即 “ 收 

[1 大 阐 刘 碗 关中 国 古 代 性 误 化 3 727 页 。 

[2] 率 注 :# 合 移 回 文 传 ?着 五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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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的 ”)] 等 业务 1 ,可 称 " 非 专业 的 民间 好 产科 医生 "。 从 前 引 

越 学 敏 《 本 草 纲目 抬 吉 关于 药物 绝育 验方 的 文字 可 见 , 甚 圣 

尼姑 也 在 销售 钨 育 药 物 ,因而 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" 非 专 业 的 节育 

药物 及 其 使 用 知识 推销 员 "。 有 还 有 一 些 “三 站 六 烤 ” 中 的 迷信 

职业 者 , 本 人 未 必 具 有 节育 方面 的 知识 , 但 为 件 利 起 见 , 她 们 

常常 与 江 潮 医 生 相 勾结 ,利用 人 们 的 迷信 心理 ,诱导 和 和希 助 好 

喜 随 酌 。 在 前 引 明 末 小 说 《禅让 后 中 第 十 七 回 中 ,有 … 段 精 

彩 的 描写 : 巫 疗 徐 妈 ,对 来 求教 的 妇女 说 : 尿 们 一 心 要 风 那 祸 

胎 ,必须 神 药 之 贡 。 神 是 神道 , 药 是 药 饵 ,一 者 并 用 , 麻 可 

收 功 。 我 们 属 道 中 产 育 司 有 两 个 神道 ,一 名 众生 娘娘 , 极 是 息 

善 的 ,人 家 有 孕 , 许 了 愿 心 , 必然 降 福 , 管 取 蛋 盆 有 上 庆 ;一 名 只 

胎 合 者 , 极 是 区 恶 的 .人 家 不 帮 孕 育 ,或 是 暗 行 妨害 的 , 许 了 和 良 

说 , 准 拟 降 祸 , 稳 取 喜事 成 空 。" 求 神 许 愿 ,其 实 就 是 要 钱 : 喧 

胎 黎 和 仓 的 盔甲 . 袍 靳 、 帐 旺 并 那 福 礼 . 香 烛 、. 灯 油 等 费 ,共用 终 

银 三 两 。 待 事 妥 帖 之 后 , 谢 仪 任凭 苯 赐 。 "及 至 求教 者 许 了 神 

愿 之 后 ,她 即 她 们 推荐 堕胎 医生 ,说 : “有 一 位 医 土 与 老 身 极 是 

相知 ,只 消 … 帖 药 唾 手 成 功 。 "该 医生 明知 这 是 家 产 争夺 战 中 

的 一 方 “ 用 计 随 胎 ,总 为 着 那 谋 财 肥 己 ”, 是 “十 分 损 天 理 的 河 

当 ”, 但 训 许 了 一 笔 钱 之 后 ,依然 “ 开 箱 抒 药 ” 。 其 实 ,该 医生 的 

发 迹 ,本 来 就 是 与 迷信 职业 者 相互 勾结 的 结果 。 此 人 “ 原 茎 立 

老鼠 药 度 日 " , 穷 悉 庐 倒 , 巫 闭 徐 妈 教 他 挂牌 自称 "神医 是 胎 通 

经 ”, 同 时 “办 些 礼物 ,到 那 占 卦 的 俯 师 长 .让 和 危 的 丘 先 生 、 城 隐 

店 孙 道士 .观音 唐 洪 长 老 四 处 欢 吨 "”。 于 是 “一 二 年 之 局 行 起 

时 来 , 好比 生意 茂盛 哩 "1 可 见 , 三 姑 六 闭 以 及 其 他 迷信 职业 

[1] 和 典型 例子 如 百 回 本 《水 和 浅 传 ?第 二 十 四 阿 " 王 得 查 央 说 风情 ,宁可 干 称 两 茶 岩 ” 

中 的 王 包 , 昌 技 其 主要 职业 是 开 革 馆 考 茶 ,但 鹿 际 上 也 “ 专 一 直 些 区 赴 状 口 ， 

议会 “做 媒 , 浆 会 屈 牙 装 ， 也 会 抱 曼 ,也 会 收 小 的 , 也 会 说 风情 , 也 会 芳名 相 

交 "” .可 请 过 面 手 。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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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8T 一 0sz 和 漳 类 到 问 让 油 蕴 峭 

一 一 有 了 本 

一- 刘 碍 是 全 性 也 本 中 是 了 

者 同 江 潮 游 医 相 互 综合 ， 使 得 有 关 瞳 胎 的 服务 变 得 十 分 容易 

获得 。 由 于 这 些 人 无 处 不 有 , 无 处 不 在 (以 玫 田 艺 薪 称 “三 基 

六 敬之 害 , 处 处 有 之 ), 所 以 她 们 在 上 随 脸 药物 及 其 合用 知识 的 

传播 方面 ,确实 起 了 重 友 的 作用 1 。 

因此 ， 我 们 机 以 说 ， 在 有 宁 元 明 清 的 江 斩 ， 人 节育 知识 通过 

民间 俊文 化 传播 网 络 (特别 是 “三 姑 六 演 " 之 薄 ) ,可 以 这 人 到 

性 会 的 每 一 个 角落 ， 使 得 这 些 邯 识 善 不 密 家 喻 广 晓 。 即 使 未 

受到 过 教育 的 下 层 社会 妇女 ,也 知道 应 当 使 用 药物 堕胎 或 如 

水 1。 不 仅 如 此 , 她们 对 是 胎 药 物 的 了 解 也 是 相当 普遍 利 全 

面 的 [1。 岂 于 这 些 知 识 的 广泛 传播 , 如 果 市 育 药 牺 不 难 获 得 

的 话 ， 那么 实行 药物 节育 当然 也 就 不 是 一 件 难 事 。 而 怡 好 就 

是 在 宋元明 清 时 期 的 江 新 ,商业 化 有 了 长 足 的 发 展 , 使 得 节育 

药物 六 圣 服务 随处 本 得。 

二) 节育 药物 与 服务 的 商业 化 

早 在 南宋 ， 据 丘 自 笋 《 梦 裕 录 》 ， 行 在 临安 《杭州 ) 已 

有 专门 的 “ 剂 医 产 药 铺 ”。 虽 然 所 上 售 “ 产 药 ” 的 具体 内 容 不 

[1] 在 近 收 队 前 的 社会 让 ,生育 知识 往往 是 通过 那些 社会 地 位 低下 但 在 社会 中 特 

别 活 诅 的 好 安 而 传播 的 -例如 雅克 : 再 西 奥 指 出 :在 殉 训 中 性 纪 ,各 孚 知识 的 

传播 与 旭 减 皮 有 关系 。 见 Jacqgucs Rasiaud : 时 eaiierl 产 oftuauuon ,124 一 123 页 - 

[2 典 开 的 便 子 是 & 瘟 入 抠 3 第 一 回 疼 事 中 的 主人 冲 花 一 妇 ,情况 龙 为 费 型 . 达 自 

二 父母 列 亡 “无 娘 轩 训 ,博大 篇 下 长 去 .因此 让 定 丰 能 通过 阅读 医书 来 获取 

节育 钴 记 。 但 当 埋 居 少 雪 张 氏 罗 通奸 怀孕 , 喇 失 习 中 哇 胎 之 时 , 花 二 这 无 绑 请 

阔 医 生 或 他 点 ,就 知道 可 以 使 用 " 通 缀 散 " 为 之 打 脏 她 所 具有 的 生育 方面 的 

知识 .只 能 是 通过 民间 殿 充 化 震 播 网 络 ,由 日 耳 相 忧 而 斐 得 。 

[3] 例如 ,前 引 #& 上 只 油 天 )} 着 人 中 , 毕 思 和 舞 谤 妻 说 ,时 抬 药 最 厉 刘 ,我 疼 怀 孚 过 了 两 

月 .热切 难 路 , 倘 药 琶 了 些 . 送 了 好 的 羡 , 不 是 对 处 ..…… 即使) 就 堕 了 胎 , 歼 

一 压 过 浴 药 ,下 次 水原 (4 引 者 雪 : 当 为 复 字 喜 误 ) 受 胎 , 岂 和 误 可 ? 由 此 胡 事 可 

见 , 当 时 妇 如 对 旷 脂 苛 物 的 了 解 是 相当 普 移 种 全面 的 -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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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 ， 但 蝴 胎 药物 一 向 般 列 在 产科 药物 中 ， 从 此 可 推 邯 在 江浙 

(至 少 是 在 大 焉 市 中 ) ， 此 类 药物 的 商业 销售 可 能 已 达到 相 

当 的 程 麻 。 不 过 ， 共 南宋 医 人 张 果 的 《 医 说 上 和 李 旧 龄 为 

4 让 上 感应 篇 》 作 传 引 用 的 《真武 灵 应 昧 记 和》 中 关于 贷 卖 打 

胎 药 物 会 受 报 应 的 故事 来 看 0, 当时 人 民 对 出 售 此 类 药物 的 

行为 ,在 心理 上 上 仍 雪 是 有 所 顾忌 的 。 因 此 之 改 , 随 胎 药 物 的 商 

业 化 程度 看 来 不 会 很 高 - 到 了 元 代 ,堕胎 药物 进一步 商业 化 ， 

已 引 赵 政府 的 焦 塌 ,因此 #& 元 典章 特制 专文 以 禁 蚜 卖 只 胎 药 

物 。 昌 然 这 条 法 令 并 非特 指 江浙 ， 但 是 参 诸 孔 章 所 说 江浙 十 

人 家 庭 使 用 哇 胎 药物 普遍 的 情况 ， 我 们 可 以 认为 江浙 是 此 条 

禁令 所 针对 的 重要 对 象 之 一 - 在 明代 ， 嘲 胎 药物 的 商业 化 又 

有 更 大 的 发 展 。 据 k 妙 一 裔 医学 正印 种 子 编 # 自 序 载 …… 杭 城中 

有 标榜 通 特 , 狗 打 胎 绝 产 之 方 为 业者 。 "到 了 清 代 ,从 前 引 # 格 

言 联 辟 # 附 4 焚毁 淫 书 是 法 4 所 说 情况 来 看 ,堕胎 药物 的 销售 更 

深信 到 了 城乡 各 地 。 为 方 恒 运 销 ， 商 人 还 将 陡 胎 药物 大 量 制 

成 姑 药 。 例 如 明代 昆山 进士 方 范 家 上 败 明 并 制作 出 休 生 屁 药 

“回春 克 ” ,用 治 难 产 。 子 死 母 用 中 , 服 一 如 , 死 脂 立 下 ,是 一 种 

十 分 有 效 的 下 死胎 方药 。 人 大 清 之 后 ,此 方 广泛 传 布 。 康 局 时 ， 

苏州 人 马 吉 深 依 方 炮制 六 百 余 如 凰 卖 匀 , 可 见 已 进入 较 大 规 

模 的 商业 化 制作 阶段 。 徐 大 酝 的 《 女 科 医 案 》 中, 也 谈 到 一 种 

外 胎 成 药 “ 熟 红 克 ”。 此 种 妨 药 十 分 有 效 , 五 个 月 的 胎 冰 可 立 

打 而 下 ， 不 过 好 妇 也 往往 因此 而 重 衍 脾 骨 。 这 里 还 要 补充 一 

名: 宋元明 清 ( 特 别 是 明 请 ?江浙 中 医 所 使 用 的 主要 节育 药物 ， 

大 多 数 都 是 常 卸 中 药 ， 价 格 也 不 甚 晶 贵 。 这 更 使 得 节育 药物 

的 获得 成 为 一 储 相 对 容易 的 事 。 此 外， 由 子 商业 化 的 发 展 和 

JI 更 刘表 点 区 从 氢 于 坏 及 的 报应 忧 说 看 床 代 妇 玄 的 生育 问题 }。 

f2z1 多 阅 前 志 商 :发 昊 中 医学 y。 

对 击 业 酒 骨 料 知 评 二 可 寺 尼 轩 尘 这 主 著 邓 素 酒 省 放 ,于 于 灯 芭 棚 ,加 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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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088 一 0871) 调 到 和 贡 梧 后 齐 示 此 个 

医学 界 对 节育 看 法 的 改变 ， 以 件 利 为 目的 的 堕胎 医生 或 业余 

堕胎 医生 , 也 随处 可 所 ,因此 一 般 民 钛 要 获得 育 天 服务 , 也 是 

申 为 容易 的 (0 。 

节育 知识 的 普及 和 人 若 育 药物 及 服务 的 商业 化 ， 导 有 笋 了 一- 

个 意义 这 远 的 结 录 :一 卫 有 需要 ,人们 就 会 去 求 勘 于 节育 药物 

和 服务 (特别 是 前 者 )。 因 此 之 故 ,在 宋代 文献 中 , 妇 妇 通 好 怀 

他 ,多数 是 产后 私自 少 婴 [3 而 到 了 明 清 时 期 ,她们 却 大 多 秘 

王 刘 药店 买 药 服用 打 胎 。 这 类 故事 ， 颅 见于 当时 江浙 地 区 的 

小 说 。 钢 如 , 明 末 训 兴 烟 水 散人 编 次 的 小 说 & 合 浦 珠 # 说 :苏州 

钱 兰 生 ， 私 通 婢 女 秋 兰 有 孕 ， 另 一 婢 镍 登 证 称 秋 兰 适 察 奴 得 

孚 , 兰 生 母 大 怒 ， 买 早 胎 药 三 剂 ” ,信服 之 。 治 梦 龙 编辑 的 《4 警 

世 通 育 ? 卷 三 十 五 4 狗 太 守 断 死 孩 儿 》, 则 讲 宣 德 年 问 找 州 府 仪 

真 县 , 讲 妇 邵 氏 与 家 外 得 贵 通 奸 怀 孚 “和 慌 人 知觉 不 便 ,将 银 与 

得 趴 ， 教 他 悄悄 地 赎 帖 坠 胎 的 药 来 ， 打 下 私有 舱 ， 免 得 日 后 出 

忆 "。 另 外 -部 明代 后 期 的 短篇 小 说 集 k 颌 欢 报 》 第 一 回 & 花 二 

媳 巧 智 认 情 卷 》, 也 讲 了 一 个 类 似 的 故事 : 在 明 末 松江 府 华 亭 

县 从 图 川 沙 地 方 , 有 -- 个 未 嫁 女 子 张 氏 通 好 怀孕 ,本 人 及 其 母 

亲 均 十 分 焦急 。 当 地 一 小 户 人 家 主妇 花 二 娘 得 熏 此 事后 对 灭 

去 花 二 贷 :”( 张 氏 身 池 ) 想 不 过 是 三 四 个 月 的 共 景 , 何不 屿 一 

最" 通 经 散 " ,下 了 此 胎 ?* …… 和 若是 妥当 , 那 ( 谢 金 ) 十 两 良子 都 

是 你 的 。 " 花 二 大 以 为 然 ， 竟 往生 药 铺 中 , 赎 了 一 服 下 药 , 送 

至 张 察 。 张 氏 “ 把 药 服 了 , 一 时 间 , 一 阵 此 痛 , 蔡 委 表 滚 将 下 

来 ,都 是 血块 ,后 来 落下 一 阵 东 西 ,在 马桶 内 了 ”"。 明 代 焰 情 小 

说 《 欢 襄 乡 》 第 八 回 写 侨居 苏州 的 杭州 富 户 公 子 崔 隆 , 荡 泽 无 

[1 了 调 如 前 引 灶 和 姜 铺 《 埋 忧 千 》 卷 四“ 堕 脱 "所 记 圭 庆 时 由 州 多 下 收 生 约 ,只 要 给 

鲁 , 就 凡 人 复 胎 ,其 服务 已 十 分 商业 化 -。 忆 如 前 引 ! 禅 真 启 虫 和 二 七 .十 八 回 

旨 所 质 写 的 江 半 医生 全 伯 通 当 上 打 胎 ,一 味 只 为 钱财 。 

[2] 其 请 见 刘 静 贞 站 导 氢 了 于 坏 腾 的 报应 传说 看 宋代 妇 妈 的 生育 向 题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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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,与 多 人 淫乱 取乐 . “公子 浆 怕 生 养 , 致 误 玩 玩 , 亲 买 了 防 免 

作 胎 之 药 , 命 依依 .可 儿 姑娘 三 人 各 都 服用 101。 前 引 清 代 小 

说 & 八 洞天 》 卷 八 《 醒 收 类 一 一 两 次 括 假 儿 再 反 真 ,三 减 相 真 金 

亦 是 假 ?中 ,也 讲 有 一 男子 毕 思 复 ,本 和 欲 事 变 生 子 ,及 至 买 到 一 

妾 ,发现 其 已 有 身孕 ,对 毕 妻 说 :“ 若 要 留 她 , 须 屿 些 吞 胎 药 来 

与 她 吃 了 ,出 空 肚 子 . 方 好 重新 受胎 . “这 些 例 子 表明 了 一 点 : 

在 节育 知识 十 分 普及 和 节育 药物 十 分 商业 化 的 明 请 江浙 ， 痊 

通 民 众 在 药物 节育 方面 ,已 走 了 多 远 。 

当然 ,我 们 也 要 指出 :虽然 明 清 江浙 人 民 拥 有 多 种 生育 择 

制 手段 , 但 是 在 具体 手段 的 选择 上 , 则 人 司 各 人 所 处 社会 、 经 济 

地 位 的 差 撞 而 有 明显 的 不 同 。 大 致 来 说 ， 属 于 较 高 社会 阶层 

的 大 们 和 址 镇 居民 ， 由 于 有 较 强 的 经 济 力量 和 可 获得 较 多 半 

讯 和 服务 ,可 选择 的 范围 相对 较 广 。 怨 们 所 使 用 最 窗 的 方法 ， 

看 来 是 药物 堕胎 、 针 锋 蝴 胎 等 方法 。 而 属于 较 佐 社会 阶层 的 

人 们 和 农村 居民 , 则 选择 范围 会 窑 一 些 。 像 延长 哺乳 期 .用 民 

闻 相 传 的 草药 嘻 胎 和 控 豪 堕胎 等 方法 ， 可 能 是 他 们 使 用 的 主 

要 方法 。 而 调节 房事 .性 生活 禁忌 ,食用 棉籽 油 等 不 自 党 的 避 

孕 方法 在 运用 上 ， 可 能 也 有 社会 的 和 地 瑾 的 差异 。 共 近代 的 

农村 调查 来 看 ， 占 农村 居民 主体 的 农民 家 庭 是 香 和 党 地 实行 生 

育 控 制 的 ,而 通常 使 用 方法 是 计 标 .早上 胎 和 延长 哺 虱 呈 。 这 些 

都 未 是 近代 才 出 现 的 新 现象 ， 因 此 那 种 认为 近代 以 前 的 江 关 

大 民 的 人 已 行为 只 是 一 种 “自然 "的 生理 行为 的 设想 , 肯定 是 

不 符 历 史 真 实 的 。 

1] 该 故事 虽 托 南朝 时 事 , 伍 其 实 与 南朝 无 美 ,所 谈 的 各 种 竹 节 都 是 明 篆 时事， 

{2] 费 孝 通 : 江 村 坚 济 一 一 中国 胡 局 的 生 笨 ,25,27 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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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58 一 的 ZL 内 渡 情 到 问 部 缘 古 

江浙 人 民 在 生育 控制 的 才 样 性 和 有 效 性 等 方面 ， 确 实 取得 了 

重 太 的 进步 。 作 为 这 个 进步 的 结果 , 清 代 江浙 人 民 在 晶 胎 .如 

孚 和 御 育 方法 的 使 用 方面 所 达到 的 水 平 ， 显 然 天 大 超过 了 近 

氏 以 前 万 至 近代 早期 的 西欧 。 把 这 一 情况 与 李 中 清 和 王 丰 所 

发 现 的 清 代 中 国 妇 女生 育 率 明 显 委 于 西欧 妇女 生育 率 的 事实 

联系 起 来 , 我们 可 以 认为 :这 些 传 统 的 生育 控 拥 方法 , 对 于 近 

代 以 前 中 国 的 人 口 变化 ,起 到 了 一 种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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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一 : 

唐 初 至 铺 中 叶 江 南 人 人口 的 变化 

一 一 答 陈 意 新 《节育 减缓 了 江南 历史 

人 大口 的 增长 ? 

杰 可 本 靖 填 吕 和 卉 站 巴 丑 台 遇 当 台 . 

拙 文 《 哺 胎 .如 李 与 绝育 : 宋元明 清 时 期 江浙 地 区 的 节育 

方法 及 其 运 腹 与 传播 ?( 以 下 简称 《堕胎 加 ) 在 & 和 国学 术 训 2000 

年 第 1 期刊 出 后 , 陈 意 新 在 《中 国学 术 #2000 年 第 3 期 上 发 表 

文章 & 节 育 减 组 了 江南 历史 人 口 的 增长 ? # (以 下 简称 陈 文 )， 

对 拙 文 提出 了 质疑 。 我 很 高 兴 拙 文 引 起 了 学 内 的 兴趣 ， 并 和 斋 

望 通过 讨论 进一步 推动 对 拙 文 所 谈 问 题 的 研究 。 陈 文 质 疑 的 

大 才 数 问题 ， 其 实在 我 过 去 发 表 的 有 关 论 著 中 已 作 过 专门 的 

讨论 111, 本 不 必 再 重复 。 但 考 上 到 并 非 每 一 位 《中 国学 术 少 的 

废 者 都 有 条 件 读 到 这 些 拙 善 , 故 兹 不 避 重 复 ,把 陈 氏 质疑 所 涉 

及 的 内 容 , 择 其 要 而 作答 。 

江南 人 口 变 化 与 全 国人 口 变 化 

陈 文 在 对 我 基于 唐 代 以 来 江南 大 口 的 变化 的 看 法 进行 批 

1 这 些 党 黄 在 抽 站 随 胎 371 页 注 13]1.73 页 社 人 3 及 其 能 注 室 中 号 判 蔡 了 出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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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的 8 一 人 站 FL 骨 过 矢 下 和 门 部 台 举 峭 

评 时 说 :7 了 世纪 中 时 为 唐 朝 初 建 .在 经 隋 末 类 民 战 争 厂 ,中国 

户 数 大 喊 。 如 果 以 了 持 纪 初 为 基准 ,中 国产 数 变 动 的 趋势 

与 闻 伯 重 所 描述 的 打 南 户 数 的 变动 不 次 有 天 塘 之 别 。” 随 后 

陈 氏 和 用 鞭 - 太 仲 & 中 国 店 代 人 大口 .田地 、 田 研 统 计 》 中 关于 隋 、 

讶 .南宋 统治 下 的 南 中 国 的 户 数 进 行 出 较 ,作为 支持 其 说 的 证 

据 。 换 言 之 , 陈 文 认 为 我 的 看 法 之 所 以 有 谋 ,万 是 因为 我 指出 

江南 的 人 口 恋 北 与 全 国 的 人 口 变化 步 凋 不 一 - 致 。 

个 地 区 的 人 日 变 作 与 全 同人 口 变 化 步调 不 - - 狼 ， 一 - 般 

而 言 和 从 和 件 是 常情 , 特别 是 对 于 像 中 国 这 样 - -个 广 土 众 民 的 大 

国 来 说 ,更 是 如 此 。 这 种 情况 在 江南 与 全 国 的 人 F 蛮 化 方面 ， 

表现 得 尤其 明显 。 正 如 我 在 以 往 的 研究 中 一 再 强调 的 那样 ， 

我 所 钱 光 的 地 区 “证 南 ”, 即今 日 的 苏 南 和 新 北 地 区 【或 称 太 

渭水 系 、 太 潮 让 域 ?, 具有 非常 曲 确 的 空间 范 园 , 仅 包 括 明 清 

的 苏州 .松江 .常州 .镇江 .江宁 (应 和 天) 杭州 .嘉兴 和 湖州 八 

府 以 肥 直 苏州 府 析 出 的 太仓 州 111。 这 个 地 区 大 领 丰 当 于 中 唐 

时 代 的 浙 西 道 ( 或 浙 西 观察 使 辖区 ,入 润 . 苏 . 党 、 湖 、. 杭 、 转 六 

州 ]。 除去 地 处 依 信 上 区 而 且 人 大口 较为 稀少 的 睛 州 外 ,所 有余 五 

州 就 是 上 述 六 府 -: 州 。 疝 时 我 也 -再 强调 : 这 个 地 区 在 经 济 

发 展 水 平方 面 与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有 颇 大 不 周 , 因此 不 能 认为 这 

个 地 区 的 情况 对 于 中 国 其 他 地 区 来 说 具有“ 典 殉 性 "或 者 “ 代 

表 性 "124. 同样 的 道理 ,这 个 好 区 的 人 大口 变 化 情况 与 中 国 其 他 

地 区 也 有 很 大 的 差异 ,因此 与 陈 文 中 所 谈 的 “中 国 户 数 变动 ” 

或 者 隋 . 唐 .南宋 统治 下 的 中 国 南 方 { 大 致 而 言 . 即 淮 河 一 秦 

贮 以 南 的 南 中 国 ) 的 户 数 变 动情 况 , 当然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， 

[1 对 于 和 以 怀 此 界定 的 理 赴 .我 己 作 了 通明 ,大 李 以 重 :汉人 府 “ 江 责 地 区 “的 界 

定 $。 进 - - 步 的 说 明 ,， 下 李 人 村 :江南 的 寻 萌 上 上 业 化 ，1550 一 1850，19 23 

页 。 刀 陪 本 书 附 录 妇 江南 地 虐 " 之 界定 》。 

121 李 人 看 (Hozhong 喇 ) :二 grueiiarral 站 roofmprperny im ingnay ji520 一同 , 第 1 竟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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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时 甚至 确 冬 会 有 "大 壤 之 出 "-。 用 然 我 以 江南 的 人 [1 变化 为 

人 研 守 对象 ， 那 么 我 刻 半 全 的 就 是 实事 求 是 节 分 析 这 个 变化 ， 

至 于 这 个 变化 是 否 与 全 国 或 者 其 他 地 区 的 变化 : 致 , 那 又 是 

另 匆 一 回 事 了 。 上 凡 此 如 虹 用 全 国人 站 变 的 情况 帮 为 检 驻 江 

南 人 口 变 化 研究 结果 是 否 正 确 的 杯 准 , 我 认为 是 有 问题 的 。 

这 一 点 , 人 芷 人 口 数 字 的 质量 相对 而 诗 较 好 的 清 代 前 期 【清朝 

建立 至 道光 朝 结 率 ) 表现 得 更 为 清楚 。 我 兽 有 专文 讨论 这 一 

问题 , 楷 特 育 关 内容 简 述 如 下 411。 

按 笋 柏 金 斯 【Dwight Perkins) 的 全 国人 口 数 字 计 算 [1， 

1650 一 1850 年 间 全 国 的 人 日 年 增长 率 大 纺 为 65%8e。 欠 - 些 官 

方 人 口 数字 来 看 ， 清 代表 期 中 国 东 部 人 口 笛 密 地 区 的 信 口 增 

长 率 ,明显 低 于 全 国 增 长 挛 。 例 如 ,就 人 口 数 字 相 对 较为 可 千 

的 18 诺 纪 中 期 以 后 而 言 ，1761 一 1850 年 间 全 国人 口 增加 了 

117 久 ,但 汪 苏 和 类 江 两 省 却 只 分 别 增 加 了 931 鲍 和 55 和 。 作 为 

这 - -变化 的 结果 之 -, 江 .新 两 省 人 器 在 全 国人 口中 所 占 的 比 

重 , 在 1761 年 以 后 的 色 年 内 就 下 降 了 2.2 个 百分点 ， 即 从 

1761 年 的 19.S 纺 降 到 18$0 年 的 137.3 驳 [31。 与 此 成 为 鲜明 对 

照 的 是 , 在 1400 年 前 后 ,这 两 省 在 全 国人 口中 的 比重 高 达 

29.8 鳄 14 不 包 如 此 ,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大口 稠密 的 江 .新 两 省 

的 大 口 增长 速度 低 于 全 国平 均 增 长 速度 ; 而 在 这 两 省 中 人 

口 密度 最 商 的 江南 地 区 ， 人 日 增长 速度 又 低 于 两 省 的 平均 

增长 速度 -例如 1789 一 1838 年 间 全 国人 口 增加 了 39 人 铝 , 但 江 

苏 仅 增加 了 32 驳 ,新 江 也 只 增加 了 31 台 ;两 省 的 增长 帆 度 都 

[1 以 下 详 见 抽 玄 8 清和 全 前 中 期 江南 大 癌 的 低速 增长 蔓 其 原因 闻 . 

12] Dwight Fekina :dgricajiurez 了 euwelopmer 训 China， 173658 -1968.216 页 志 各 .7 了 。 

FE31 有 其 获 字 采 自 全 议 升 与 玉 炎 鱼 林 铺 代 的 人 口 变动 让 

[4] 呈 例 成 : 区 明代 社会 姐 久 更 研 容 一 大 汪 计 四 培 万 上 站 四 社会 经济 的 役 齐 y， 
11 存 - 

”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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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眉 上 如 

05zT 了 险 沈 油门 前 油 当 人 

有 具 在 全 国 增长 幅度 的 80 况 左右 【这 个 比例 与 1761 一 1850 年 

亲 的 相应 比例 相同 )。 而 在 同 -时 期 内 (1739 一 1838 年 ), 位 

于 沪 南 中 心地 带 的 霹 兴 府 的 人 口 ， 更 只 增加 了 21 驼 ， 其 增 

长 巾 度 约 为 同期 江苏 与 浙江 增长 幅度 的 273, 或 全 国 灌 长 帆 

度 的 172011。 

从 明 清 时 期 来 看 , 情 部 亦 然 。 曹 树 基 址 同意 柏 金 斯 对 中 

国人 口上 总 数 的 癸 计 ,认为 依据 析 氏 数字 所 和 付 出 的 结论 志 有 同 

赴 ， 不 过 按照 萌 兵 的 研究 ,明代 中 国 南方 的 人 人口 增长 速度 约 

为 3%o 一 48o, 而 北方 人 口 增长 速度 则 约 为 5%e 一 8%e, 因此 前 

吉 仅 入 后 看 的 一 半 左 右 。 志 正四 如此, 南方 人 口 增长 率 也 低 

于 全 国 增长 率 ( 约 为 4.1%c)。 至 于 江南 的 人 [增长 率 , 得 氏 指 

出 从 渤 武 二 十 四 年 (1391 年 ) 到 示 隆 四 十 - :年 (1776 年 ), 苏 州 

府 人 口 增 色 率 约 为 2.5%o ,常州 与 镇 江 两 府 约 为 3.45%o, 杭 州 、 

嘉兴 湖州 王府 刚 分 别 约 为 1.8%o .0.9%e 和 1.54c。 此 外 与 江 

南 枉 邻 的 绍兴 府 ， 大 贡 变 化 模式 与 江南 大 多 数 地 方 相 似 ， 但 

在 明 清 蜂 革 之 际 未 兽 受 到 战争 与 况 疫 严重 影响 . 绍兴 府 在 问 

一 时 期 的 人 口 增长 率 , 与 同样 也 未 曾 受 到 战争 与 疤 疫 严重 影 

响 的 常州 与 镇 江 相 伏 而 略 低 , 大 约 为 绚 o 左 石 0314。 由 此 可 以 

蕉 知 ， 计 使 没有 严重 的 战争 与 铂 疫 ， 江 南 人 口 增长 率 也 只 

大 3%o-3.45%e 左 右 , 明显 低 天 明代 的 全 国 增长 率 ， 也 轻微 地 

抵 于 南方 的 增长 率 。 因 此 明 清 汗 南 人 口 增长 速度 惰 于 全 国人 

1 增长 连 度 ,万 是 必然 的 现象 : 

清 代 前 鄙 江南 大口 增长 速度 低 于 同时 期 中 国 其 他 地 

1 糟 相 的 官方 大 口 散 字 ,在 1776 年 以 后 相对 柯 共 5 春 阅 Fing4i Ho : Studiesr om 二 

Fopmpeeon 咱 Chinz， 1368 一 4953 ,第 4 章 刀 借以 求 冬 上 而 的 析 和 分 比 人 人 口 数 洋 , 风 

全 议 升 与 王 业 键 六 和 消 代 的 大 口 变动 ? 才 4 和 附录 5 全 国 各 江 划 .浙江 ) 以 下 要 方 

仲 芝 中 国 历代 上 大 D .日 地 、 邯 鼎 统 寺 450 一 453 页 甫 225 击 汰 Jo 

[3 上 萌 峡 其 近 论 明 栈 的 大 口 增长 宝 罗 ， 

涡 了] 



区 ， 这 在 刘 友 入 对 于 明 清 长 江 中 上 游 若 干 家 族人 口 变 化 的 

研究 中 世 已 得 到 证 实 。 她 对 于 明 清 长 江 中 上 下游 5 省 135 个 家 

族 的 人 口 变 化 的 研究 表明 : 在 这 5 省 中 ， 放 芬 的 生育 率 最 

八 ; 在 江苏 省 内 ， 长 江 以 南 ( 式 进 周 氏 、 妾 氏 ) 的 牛 育 率 

区 氢 于 长 江 以 北 5 诈 都 盯 氏 )。 江 劳 而 外 ,生育 率 自 低 而 坑 的 

顺序 旦 浙江 (黄山 与 余姚 )、 安 徽 . 庆 北 . 潮 南 、 这 个 结果 和 刘 

所 其 他 关上 上 明 清 长 放 王 认 地 区 人 日 研究 所 得 的 结论 长 

江 下 游 的 核心 区 (大致 相 当 于 本 书 中 的 江南 ) 的 后 育 率 ， 轿 

低 于 长 江 下 游 的 边 隆 区 【 荔 北 .新 南 、 安 徽 等 地 ) 的 和 后 育 

率 一 一 相互 吻合 11。 

因此 ， 如 果 汪 南 人 口 变化 与 全 国 或 中 国 南 方 大 多 数 地 区 

的 变化 一 致 ， 那 反倒 是 匪夷所思 的 了 。 相 定 全 国 千 地 人 口 恋 

作 必 定 避 持 相同 步 使 ， 无 论 从 人 1 虫 、 经 济 史 或 是 社会 虫 来 

看 ,都 中 无 法 成 实 。 

二 ， 隋 大 业 户 数 与 唐 贞 观 户 数 : 诬 将 哪个 

作为 研究 一 个 人 口 变化 阶段 的 起点 ? 

我 在 拙 文 & 蚌 胎 # 的 广 释 中 谈 到 唐 代 以 来 江南 的 人 口 变 化 

趟 热 时 ， 以 唐 代 万 年 人 口 作为 所 研究 时 期 的 起 点 。 了 入 文 对 此 

提出 评说 说 :人 峭 以 官府 的 统计 为 基础 并 借以 地 和 们 重 的 比较 方 

式 , 挫 稍 改 -下 李 的 前 -大 时 期 ,那么 中 国 户 数 变 动 的 结论 会 

很 不 一 样 " ,并 认为 应 当 以 隋 代 厌 业 天 年 的 人 口 数 而 惠 唐 代 贞 

L11 更 浏 坚 汶 时 铺 时 期 长 江 和 下游 才干 豪 旋 的 人 口 列 帮 # 注 明 清 人 口 之 增 歼 与 辽 

物 一 一 长 江 中 小 艾 地 区 旗 谨 资料 之 个 析 》， 以 到 昌 沫 长 放 丰 矢 地 区 邦 方 化 之 

炭 殿 ?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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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的 8 一 0 和 训 前 到 亲 训 下 沿 册 

观 末 年 的 人 口 数 作为 比较 的 起 点 ,理由 是 :…( 隋 朝 的 ) 国 制 , 户 

制 和 税制 与 唐 中 期 之 前 没有 根本 不 同 ， 并 旦 中 国学 异 的 断代 

中 通常 以 附 唐 为 一 段 ， 看 不 出 为 件 么 隋 遍 不 可 以 作为 户 数 研 

究 的 起 点 。 "对 于 陈 氏 的 看 法 .我 的 加 复 如 下 : 

第 一 , 在 研究 历史 上 的 人 喇 蛮 化 时 . 对 所 研究 时 期 的 起 

点 与 全 点 的 选取 , 是 -个 需要 愤 重 对 待 的 问题 。 在 我 过 去 的 

研究 中 ,我 将 唐宁 (也 包括 元 ) 作 为 中 国 十 代 人 大口 变化 的 一 个 

天 阶段 。 这 个 大 阶段 开始 于 隋唐 之 际 ,结束 于 元 明之 际 。 之 所 

以 采用 它们 作为 起 点 与 终点 , 是 因为 这 两 个 时 期 代表 了 这 南 

人 [变化 的 两 个 谷 记 。 虽 然 我 们 不 能 简单 地 将 人 口 变化 与 经 

济 变化 必 比 附 , 但 是 二 者 在 变化 方面 也 有 - 些 相 似 之 处 ， 同 

时 一 者 之 间 也 有 蜜 切 关系 。 中 国 历 史上 的 经 济 变 化 通常 圣 现 

出 周期 性 的 特点 , 即 经 济 的 长 期 变化 , 由 一 些 大 的 阶段 组 成 ， 

而 在 这 些 阶段 中 ， 往 往 都 包括 了 和 危机 一 一 复苏 一 一 高 瑟 一 一 

停滞 等 玫 个 小 阶段 。 因 些 -- 个 完整 的 经 济 变化 周期 , 应 以 前 

一 个 谷底 的 情况 为 起 点 , 而 以 后 一 个 谷底 出 珊 之 前 的 情况 为 

儿 点 。 由 于 人 口 塞 化 与 经 济 变化 有 密切 的 关系 , 因此 往往 也 

呈现 出 类 和 似 的 阶段 性 。 由 此 意 浆 上 而 言 , 一 个 人 口 变 化 的 阶 

段 也 应 以 两 个 谷 庶 为 起 点 和 红 点 。 在 中 国 中 十 时 期 的 人 口 变 

化 过 程 中 ， 最 深 的 人 口 谷底 有 两 个 ， 即 隋 良 之 际 和 元 明之 

际 。 按 照 莫 创 座 的 人 情 计 ， 隋 唐 之 际 中 国人 口 下 降 由 度 达 到 

5 各 一 37 狗 ,为 中 国人 口中 上 最 剧烈 的 变化 之 一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

安史之乱 和 五 代 十 国 时 期 的 人 口 下 降幅 度 就 小 得 多 , 而 宋 金 

之 际 的 下 降幅 度 也 仅 约 为 14 免 。 直 到 宋 元 之 际 ,中 国人 口才 

又 一 次 大 幅度 下 降 001。 换 言 之 ,如 果 把 中 国 中 古 时 期 人 口 变 

化 作为 一 个 大 阶段 , 那么 这 个 阶段 事实 上 是 从 隋唐 之 际 的 人 

[1] 葛 齐 捧 交 中 国 上 大 口 蛇 展 史 ,159 - 160.161 一 163 201 2n2 克 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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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谷底 开始 ,以 宁 元 之 际 的 人 口 谷底 结束 的 -。 在 此 情况 下 ,以 

唐 代 初 年 的 人 口 作为 斌 究 的 起 点 , 我 认为 是 合乎 膛 办 的 。 至 

于 - 随 大 业 时 代 的 大口 ， 与 后 来 的 大口 之 癌 本 了 -个 间 大 油 

沟 ,应 当 属 于 前 - -个 阶段 - 困 此 就 中 国人 口中 研究 而 言 ,将 隋 

伟大 口 峰 值 作 前 一 阶 且 的 终点 ,显然 比 作为 后 一 阶段 的 起 

点 更 为 侣 通 - 

如 前 所 述 , 江南 地 区 的 人 口 变 化 与 全 国 的 人 口 变化 并 非 

问 步 ， 困 此 用 上 述 全 国人 口 变化 的 情 次 来 峰 插 江南 ， 当 然 不 

符 江 南 实际 .不 过 具体 就 江南 的 情况 而 育 , 虽然 没有 可 靠 的 

大口 数字 可 资 分 析 , 但 是 从 影响 当时 人 口 变化 的 主要 事件 来 

看 ,作为 隋唐 之 际 人 口 变化 直接 结果 的 唐 初 江 肖 人 口 数 量 ， 

比 作 为 隋 代 的 江南 人 口 数 量 , 更 符合 我 们 在 上 面 所 为 确定 一 

个 阶段 的 起 点 的 要 求 。 国 然 ,在 附 朝 统一 江南 之 前 和 之 后 , 江 

南 志 发生 过 战事 , 但 是 如 果 把 这 些 战事 和 隋唐 之 上 陋 江南 发 生 

的 载 争 作 一 比较 , 那么 可 以 看 到 前 者 对 大 口 的 影响 显然 不 如 

后 者 . 前 者 从 开 皇 万 年 硅 韩 的 眶 渡 江 到 开 旺 十 年 杨 素 平定 南 

方言 强 上 叛乱， 前 后 不 过 两 年 ,而 且 灭 陈 时 隋 军 几乎 未 受到 抵 

抗 , 杨 素 平 类 亦 颇 为 轻易 。 而 后 者 从 大 他 末 至 武 德 七 年 平定 

辖 会 祝 之 乱 ,历时 了 年 之 入 ,而 卫 其 间 战 争 颇 为 频繁 .规模 也 

不 小 11l。 因 此 在 此 一 时 期 中 江南 的 人 口 损失 , 显然 在 后 一 时 

期 中 更 大 。 在 此 意义 上 可 以 说 , 特 隋唐 之 际 的 人 口 必 为 江南 

大 口 蛮 此 的 一 个 谷 阁 , 应 当 比 将 隋 平 陈 时 的 人 口 作为 谷底 更 

为 台 适 。 

当然 ,这 里 也 和 指出 , 仅 只 依靠 上 述 情 况 来 确定 唐 初 人 口 

有 是 这 一 阶段 江南 人 口 变 水 的 起 点 ， 理 由 们 还 不 够 充分 。 因 此 

[1 号 黑车 去 阴 唐 五 代 史 65 一 68 页 -其 中 路 道德 .让 法 兴 .村 供 王 . 李 了 通 , 辅 公 

福 等 的 肯 丫 . 黎 战 兵员 者 在 数 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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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g8T 一 0ET 1 沿 济 再 到 门人 电 灌 当 山 

我 们 还 要 考虑 第 二 个 因素 ， 即 在 选择 作为 研究 的 起 点 的 人 口 

数字 的 可 靠 性 。 换言之 ,在 现存 的 了 哇 代 大 业 五 年 和 唐 代 贞 观 

直 一 年 的 两 个 人 口 数字 中 ,就 更 为 可 靠 。 

第 一 ， 选 择 哪 -个 人 只 数字 作为 研究 的 起 战 或 终 扣 ， 

对 于 所 选择 时 期 的 大 口 变 化 可 以 说 是 一 个 关键 。 昌 然 隋 唐 

统 - :后 者 进行 过 人 口 调查 ,但 在 江南 进行 人 口 调 查 的 具体 

情 沈 如 和 何 ， 却 不 得 而 知 。 了 代 大 业 五 年 和 唐 代 贞 观 十 一 年 

的 人 口 数 都 并非 经 有 效 的 人 口 调 查 得 出 的 数字 ， 因 此 并 不 

很 可 车 。 但 两 个 数字 相 比 较 ， 显 然 前 一 数字 存在 的 问题 更 

太 。 隋 代 官 方 户 口 数 学 远大 寺 唐 代 初 年 官方 户口 数字 ， 叶 

在 唐人 绕 中 时 杜 逢 即 已 发 现 ， 并 在 《 通 贱 》 食 货 典 中 对 此 提 

出 疑问 。 葛 刘 航 也 指出 降 代 户口 数字 严重 先 实 ， 特别 是 南 

朝 故 地 的 户 局 数 突 实 程度 更 大 111。 就 江南 的 情况 来 看 ， 

相对 而 音 ， 贞观 十 三 年 《639 年 ) 数字 可 能 比 大 业 五 年 

(609 年 ) 数字 更 可 靠 一 些 。 这 是 因为 从 开 旦 万 年 〔【589 

咎 ) 隋 灭 陈 和 并 皇 小 年 〈590 年 ) 平定 南方 讲 痢 因 乱 到 大 

业 五 年 ， 以 及 从 武 德 五 年 《622 年 ) 杜 伏 威 归 唐 和 忒 德 七 

年 【624 年 ) 平定 辅 公 定 之 乱 到 贞观 十 二 年， 都 已 有 近 二 十 

年 的 时 间 ， 隋 唐 朝 廷 在 江南 的 统 河 己 蔽 国 。 河 此 隋唐 政府 

虽然 都 未 在 江南 进行 认真 的 户口 调查 ,但 是 也 做 了 -- 些 与 

户口 有 美的 工作 。 在 这 些 工作 中 ， 最 重要 的 当然 是 推行 均 

四 制 和 与 之 相应 的 租 【〈 良 ) 调制 121。 由 于 这 些 制度 都 “以 

上 身 为 本 ”131， 央 此 槛 实施 之 ， 就 必须 对 户口 进行 -征程 

[1] 蔓 合 雁 莹 中 国人 口 败 展 虫 和 143 一 147.149 页 。 

[21 租 凋 制 到 了 唐 代 守 形 虑 为 柏 良 调 制 - 

[31 唐 代 的 均 田 制 和 租 良 调制 部 以 "上 为 反 田 或 纳税 的 对 和 旬 , 即 " 以 丁 身 淘 本”， 

久 此 陆 补 拢 评 与 柱 府 调制 对 立 的 症 税 法 ,就 说 官 "不 以 丁 身 类 本 " 见 k 陆 宣 公 

揽 $ 准 一】 交 玛 节 同 税 协 折 姓 ?第 一 )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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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 欧 核实 11。 在 江南 .这 些 制度 在 唐 初 得 到 了 实施 〈 至 少 
是 部 分 的 实施 )tz41 .但 是 隋 代 情况 却 林 清楚 ,很 可 能 未 曾 得 到 
实施 6 。 由 此 而 言 , 疏 府 对 江南 户口 间 题 的 关切 程度 , 唐 初 比 
隋 代 要 强烈 得 多 。 岂 时 , 在 实行 人 口 检 刊 所 需 的 政治 与 行政 
等 条 件 方 面 , 唐 代 比 隋 代 也 处 于 更 有 利 的 地 位 !L4j。 此 外 , 隋 丈 

陈 后 , 南方 (特别 是 江浙 一 带 ) 此 家 大 族 的 力量 仍然 很 强大 ， 
故 隋 统 的 次 年 南方 率 强 即 发 动 叛 乱 。 这 次 叛 需 虽然 很 快 就 
被 平定 ,但 到 隋 末 ,南方 地 方 豪强 又 纷纷 起 兵 割 据 1531, 可 见 势 

方 还 颇 为 强大 。 经 隋 末 农 民 战 争 和 唐 初 朝廷 对 制 据 势力 的 打 

击 , 南方 豪强 的 方 量 与 过 去 衬 比 已 不 可 局 日 而 语 。 豪 强势 力 
的 强大 是 导致 当时 户口 不 实 的 主要 原因 , 因此 这 种 势 广 的 前 
莽 也 有 助 于 减少 户口 失实 的 程度 。 因 此 相对 而 言 , 唐 初 政 府 
比 隋 朝 政府 更 容易 获得 接近 真实 的 户口 数字 [61。 二 者 比较 ， 
使 用 贞观 数字 为 起 点 显然 更 为 合理 。 

全 于 陈 氏 所 说 “( 央 朝 的 ) 田制 、 户 制 和 税制 与 唐 中 期 之 

[1] 韩国 锅 师 在 谈 到 良 代 均 田 制 实行 时 梢 出 … 均 用 收 税 和 榨 罕 户口 这 一 项 工 

作 , 旺 … 个 隶 链 上 的 三 个 环节 的 昂 同 民 $& 了 隋唐 五 代 忠 网 173 砚 ) 

[2?] 姑 阅 李 霸 .起 建国 主编 区 中国 十 伐 土 地 国有 制 史 》，190 页 上 出 节 出 起 唐国 执笔 1。 

[31 因此 吕 恶 葛 .韩国 加 .起 二 国 等 在 谈 到 名 代 均 田 制 的 实施 时 , 邦 未 担 到 传记 ， 

E41 附 找 大 规 懂 的 户口 性 醋 有 了 两 耽 ， -次 在 开 皇 初 ,一 次 在 大 业 开 年 ,前 -次 检 么 

时 华北 消 末 统 ”, 硼 当 江 南 无 英 ; 后 一 次 榨 刊 时 全 国 已 纺 ,但 处 于 凯 帝 虹 政 

之 下 和 姓 东 . 开 运 辣 等 典 民 之 举 也 都 已 开始 ) ,地 方 官 和 更 蒜 惧 担 罪 .:- 味 固 邮 

断 帝 ,因此 术 刮 的 针 果 在 甸 大 程度 上 能 够 反 旷 实际 情 褒 ， 刚 很 难说 。 与 此 相 

所 , 庙 宁 统 入 出 较 请 明 ,官府 机 构 世 比较 秘 定 并 和 宣 廉 , 困 此 比 较 有 利于 户口 尽 

甜 等 刺 麻 的 实行 - 

15] 和美 于 斤 皇 十 年 南方 训 强 类 乱 员 其 平定 ,参阅 间 由 山寺 附 席 元 代 贝 》 ,1 页 ; 昔 

国 普 : 隋 唐 五 代 史 网 ) 族 订 本 .44 一 45 页 。 关 寺 附 未 南 态 豪强 起 摊 , 见 间 册 

痪 必 附 唐 五 代 史 了 ,65 一 厅 页 。 其 中 较 有 羽 表 性 者 如 德州 人 长 康 访 小 其 ， 代 司 

南 土 , 宗 藤 薰 工 家 ,为 延 近 上 所 服 "”. 卫 林 曾 济 鞭 兴 和 群 守 , 乒 起 兵 . 各" 痛 率 六 用 ”， 

“ 据 青 所 老 十 余 郡 "。 

16] 例如 , 莫 创 维 认 为 坟 业 五 年 党 方 的 江 前 人口 数 字 , 公 为 实际 教 字 的 176. 蛛 关 

就 在 于 隐 洗 严重 ， 唐 化 教 字 也 有 相当 大 的 条 调 . 册 程 雇 轻 得 老 { 开 .天 时 约 为 

1737。 和 大 商 昔 介 绯 中 国人 口 爱 展 史 ,145-- 147 贞 . 

下 四 二 本 

棕 立 开 瑟 汪 台 妆 平 竺 遂 册 光 星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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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的 8 一 做 z1 治学 的 澡 站 部 示 册 内 

有 果 没 有 根本 人 不同， 而 中 国学 界 的 断代 虫 通 肖 以 隋唐 为 一 段 ， 

看 不 出 为 什么 隋 吉 不 可 以 作为 户 数 研 究 的 起 点 "， 我 对 此 不 

散 苟 同 。 从 制度 史 的 第 度 来 看 , 隋 朝 的 “田制 . 户 制 和 税制 不 

仅 “ 与 唐 中 期 之 前 没有 根本 不 同 ”, 而 且 与 北朝 也 没有 根本 不 

同 . 医 为 随 唐 制度 都 源 出 北朝 ， 陈 实 恪 早已 作出 过 精辟 的 论 

让 , 其 结论 也 已 成 为 忠 坛 常识 。 但 是 如 果 以 “没有 根本 不 同 

来 否定 以 唐 初 作为 江南 人 口 变 化 的 阶段 起 点 的 合理 性 , 那么 

依 有 赂 同一 望 辑 ， 中 国人 口 研究 的 起 点 就 只 有 上 推 到 泰 代 了 ， 

因为 秦 代 是 中 国 帝制 时 代 的 开端 ， 后 代 的 “田制 、 户 币 和 税 

制 ” 从 根本 上 来 说 都 源 于 秦 代 , 甚至 更 早 的 商 贡 变 法 !。 其 

次 ,说 因 * 中 国学 界 的 断代 史 通 常 以 随 唐 为 -- 引 "而 应 以 隋 为 

中 十 时 我 户口 研究 的 起 点 ,其 理由 也 不 充分 。 所 谓 断 代 史 已 

是 相对 于 通史 而 言 , 不 过 是 为 了 教学 和 研究 的 方便 而 疲 照 王 

朝 体 系 对 中 国 历史 作 一 些 简单 的 时 段 划分 。 中 国学 界 的 断代 

虫 国 然 有 大 以 隋唐 为 一 盘 ， 但 是 同样 也 有 人 以 唐宁 为 一 段 ， 

或 者 以 瑶 晋 南北 朝 随 唐 为 -- 段 。 至 于 如 何 划 分 ,主要 是 视 研 

究 的 方便 而 定 ,并 无 一 定之 规 。 对 于 人 口中 .经 济 史 和 社会 中 

-研究 来 说 ,这 种 划分 其 实 并 没有 刻 大 的 实质 性 意 浆 ,因为 人 

日 中 .经 济 史 .社会 中 等 研究 有 其 特殊 性 ,通常 并 不 以 一 般 按 

昭王 朝 体 系 所 划 定 的 断代 史 作 为 有 关 的 时 代 划 分 标准 [1。 因 

1 鹿 如 燥 为 人 引用 的 马 绩 鸥 名 言 : 随 田 之 在 民 者 税 之 ,而 朽 押 问 其 多吉 . 始 于 

商 蒜 ; 随 民 之 有 出 者 税 之 ,而 干 复 视 共 于 中 ,六 于 杨 炎 "14 通 考 # 自 序 1。 杰 即日 

南 邯 变法 起 ,直至 两 税 钳 实行 之 前 ,田赋 出 度 基 本 上 都 基 根 阿 的 。 

例如 在 中 古 对 期 绿 济 史 研 究 中 .通常 抬 实 虫 立 乱 或 者 灵 中 了 疝 税 法 作 洗 一 人 ~ 盆 

昼 乒 .以 前 ! 南 上 朝 . 阵 . 齐 前 期 1 当 一 个 阶 愉 ,以 后 ( 唐 后 其、 两 宋 ) 基 作 海 一 个 

阶 般 .。 击 在 近 古 时 期 经 痢 虫 研 充 中 ,一 般 也 是 把 明代 前 期 作为 一 个 防 和 由 , 明 心 

中 期 以 后 至 鸦片 战争 盘 后 作为 一 个 阶 朋 ,而 更 片 战 争 凡 后 区 作为 一 个 挤 县 。 

习 镍 橡 和 误杀 访 王 肪 把 自 商 坝 变 法 开始 至 璃 片 肯 争 的 两 千 密 年 的 出 国 " 封 建 社 

会 "划分 六 前 后 两 大 防 侦 ,这 羡 友 和 阶 女 以 讶 代 中 期 的 建 中 两 税 波 为 转折 点 (人 避 

外 全 :中 国 甘 建 社会 虫 论 训 ,147 页 )}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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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以 这 种 一 般 性 的 “断代 史 ” 为 据 来 确定 大 口 变 化 的 起 点 或 

终点 ,并非 恰当 的 和 做法。 

三 ”唐宁 江南 人 口 的 变化 

陈 交 说 :“ 事 个 重 所 说 的 唐宁 500 多 年 江南 户 数 增 加 了 9 

倍 , 弧 不 可 能 是 由 于 人 口 的 自然 增长 。 ”这 里 应 当 指 出 的 是 ， 

我 扶 东 说 唐 宋 江南 人 呈 的 剧 增 是 由 于 大 口 的 自然 增长 。 因 此 

“ 唐 宋 500 多年 何 江 南 户 数 剧 增 是 完全 由 于 人 门 自然 增长 所 

导致 "之 说 ,并 非 我 的 观点 。 

陈 文 为 否定 我 关 寺 唐 宋 时 期 江南 人 口 增长 迅速 的 观 

点 , 强 油 “从 北 六 来 的 大 量 移民 却 使 江南 人 Fi 快 速 增 加 ,成 

为 这 6 个 世纪 江南 人 口 增 长 的 重要 甚 人 至 是 主要 的 动力 "。 这 

里 要 指出 的 是 ， 悄 说 北方 稀 民 南 个 是 唐宁 江南 人 口 增加 的 

重要 因素 , 自然 无 可 争议 ; 但 是 如 果 说 移民 是 江南 人 口 增 加 

的 “主要 动力 ”, 则 涉及 到 移民 数量 .移民 在 江南 人 口中 的 比 

重 、 土 客 民 的 界定 、 填 客 民 的 大 口 行 为 特点 . 土 客 民 之 间 的 

柄 侣 等 等 重 人 人 问题。 只 有 在 这 些 问 题 弄 清 之 后 ， 才 能 作出 

“移民 是 和 否 江 南大 口 增加 的 主要 动力 ”这 样 重大 的 结论 ， 因 

此 陈 氏 这 个 论断 是 否 符 合 历 史 事 实 ， 也 还 有 竺 于 他 振 出 正 

据 予 以 证 实 。 

在 唐 宋 时 期 ， 确 实 曾 有 多 次 大 规模 的 北大 南 赴 ， 而 其 

中 最 大 的 几 次 发 生 在 客 吕 之 乱 、 唐 末 和 条 金 之 际 。 在 这 最 

大 的 三 侈 向 南 移民 中 ， 第 三 次 的 规模 看 来 多 超过 前 旺 次 ， 

此 时 不 公有 大 量 北 方 普 通 员 从 避难 来 到 了 江南， 而 且 还 有 大 

量 的 宇 吏 、 军 队 、 贵 族 和 中 上 尽 社会 人 十 ， 也 随 着 南 来 政 

权 的 建立 丽 涌 人 人 江南。 这些 人 及 其 家 着 的 孝 量 之 大 ， 籽 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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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上 和 1 前 是 旋 的 移民 数量 已 不 可 考 ， 而 两 宁 之 际 的 移民 数 

虽 ， 吴 松 弟 已 作 了 考证 。 据 他 佑 计 , 到 了 绍兴 末年 (1160 年 前 

后 .此 时 最 人 规模 的 南 迁 已 近 尾 声 一 一 引 痢 ) ,在 南 证 人 口 最 集 

中 的 两 六 路， 北方 移民 有 其 后 府 约 有 50 万 己 ， 约 占 总 户 狐 的 

22.45% 。 换 言 之 ,每 4 一 5 户 居 民 中 就 有 ! 户 是 移民 ， 因 此 移 

民 所 各 比例 确实 非常 之 商 ， 但 是 阿 时 要 注意 的 是 、 据 吴 友 个 

计 ， 民 在 建 炎 四 年 (1130 年 ) 两 新 路 的 户 数 就 因 战 乱 减 少 了 45 

万 亡 。 换 高 之 , 如 宁 没 有 战乱 及 其 引起 的 大口 变化 , 画 新 路 的 

天 口 也 不 会 比 绍兴 末年 数字 湖 。 因 此 北大 的 大 规模 南 迁 , 太 体 

来 说 只 是 补偿 了 两 渐 路 在 此 时 期 损 先 的 大 口 。 此 外 ,我们 还 

要 强调 : 即使 长 方 移民 所 上 后 比重 高 达 总 户 数 的 175 强 ,对 于 人 

口 增长 起 决定 作用 的 ,应 当 还 是 此 近 4 的 十 著 大 口 。 否 则 ,就 

应 当 提 出 证 撕 ,证 明 称 民 的 大 口 自然 增长 率 比 十 次 居民 总 口 至 

少 4 们 以上， 而 据 人 口中 学 界 日 前 的 研究 成 果 ,我 们 尚未 发 现 

此 时 期 江南 移民 的 人 口 行 为 与 土著 的 大 口 行为 之 间 有 重大 差 

异 。 因 此 就 目前 所 了 解 的 情况 而 言 ,把 北 人 南 迁 说 成 是 唐宁 时 

期 江南 大 口 增长 的 十 要 动力 ,应 当 说 尚 无 充分 的 事实 根据 。 

四 “” 明 清江 南 人 口 的 变化 

了 乱 从 为 南宋 以 后 江南 人 口 增长 速度 天 缓 ， 而 陈 文 不 同意 

[1 例 旺 所 蓉 松 凋 的 研究 ,在 穆 民 最 名 的 抹 在 临安 府 , 兢 民有 其 语 毅 总 数 约 关 
]6.5 呈 户 . 而 其 中 军人 训 有 72800 人 之 事 ,连同 家 普 蜗 苑 更 事 达 如 万 ， 在 建 
康 上 所. 使 兵 向 下 前 凋 城 看 居民 17 万 人 , 布 则 了 负 其 霹 都 统 梧 辅 下 的 禁 牢 有 5 

九 A :连同 家 准 约 15 少 和 估 ，、 鲁 江 府 孝 诛 可 悄 下 的 禁军 也 有 4 7 了 万 上 ,连同 家 
普 的 上 4 万 人 一 地 竺 军 军 大 及 家 着 总 数 就 过 法 和 万 上 大- 见 背 间 搬 王 斑 坟 中 
国 移民 中, 第 3 郑 ( 吴 检 敬 执笔 1.278 一 285 页 。 

[zl 上 吧 1& 中 国术 民 吕 $ 第 3 着 ,412 一 413 页 。 吴 氏 把 北大 迁 上 各 浆 为 内 永 初 斯 说 邮 
区 类 口 恢 复 的 主要 原 央 ,而 非 人 门 增长 的 主权 动 方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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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岗 点 “” 阵 氏 全 肌 明 清 江南 的 和 苏州、 松江 两 府 的 官 方 人 11 数 

字 进 行 比 较 后 得 出 结论 说 :苏州 与 松江 显示 :至 少 从 17 世纪 

晚期 至 19 草 纪 初期 ,江南 大 口 的 增加 速率 丝毫 未 显示 出 趋 才 - 

缓慢 。” 

尊 先 , 我 不 得 不 指出 : 陈 文 中 使 用 的 明 清 苏州 .松江 的 户 

方 人 1 数字 中 的 大 部 分 ， 从 中 国人 口 虫 妍 究 的 朋 度 来 看 是 不 

oj 用 的 中. 其 中 关键 的 1578 年 和 1674 年 的 数字 ,都 完全 是 纸 

上 六 戏 ， 毫 无 实 上 耳 意 义 。 而 妈 拍 年利 1820 年 的 数 子 之 不 可 

算 ， 干 业 刍 也 早已 指出 中 1。 陈 文 说 * 同 茶 朝 《 挫 州 府 志 4 记载 ， 

在 ( 清 蔓 ;征服 江南 中 ,该 府 人 口 减 笠 了 原 有 的 273; 梁 方 促 所 

编 也 记载 ,在 1674 年 满 清 基本 完成 征服 后 ， 苏 州 的 人 口 为 

1430243 人 人， 相当 于 明 湛 武 儿 年 (1376 年 ) 或 万 历 六 年 〈13578 

年 )2011985 大 的 253， 氏 按 梁 方 仲 所 编 , 松 江 许 (人 口 ) 在 

1657 年 满 清 人 江南 后 已 降 至 了 210247 人 ， 但 对 1816 年 时 其 

大口 已 增加 了 10.8 倍 ”, 因 此 “* 荣 灿 与 松江 显示 :至 少 从 1 世 

纪 上 晚期 至 19 世纪 初期 ,江南 大 蝇 的 增加 速率 丝毫 未 显示 出 趋 

于 缓慢 "， 人 是 ,由 于 这 个 铺 论 是 建立 上 述 无 意义 的 大 口 数 守 

的 基础 之 上 的 ,因而 也 没有 什么 实际 意义 。 同 样 地 ， 陈 文 说 

“了 明 清 向 江南 的 商品 化 和 市 镇 化 是 官府 户口 流失 的 一 个 原 

111 村 成 盘 用 的 这 些 类 字 , 都 米 和 拥 深 方 仲 编 & 中 国 亡 代 大门 , 田 友 , 屿 赋 计 3. 在 中 

国 经 济 史 .人 口中 研 闪 方 面 , 此 书 具 和 非常 重 要 的 协 值 ,人 世 是 在 使 用 时 如 此 汗 

注意 此 特点 :也 全 引起 严重 的 问题 。 对 此 , 曹 册 基 已 作 了 很 好 的 说 帅 : 这 部 普 

人 诈 将 历史 时 期 官 候 宁 书 上 的 主 虎 户口 统计 数字 正平 搜 胃 着 尽 ,排比 虑 简 ， 垃 铬 

中 弟 带 来 了 和 扔 大 的 便利。 只 基 必 者 下 明了 明 汪 中 有 期 至 蔓 隆 中 期 全 人 收 史 世上 的 

11 教 的 让 实 言 交 ,将 这 - -时 期 的 口 束 与 此 他 时 期 的 汀 数 人 长 作 简单 的 排列 , 部 容 

电 全 一般 的 治虫 普 在 4 用 这 些 教 字 时 产生 误解 ，……- 些 学 喜 糙 攻 中 所 列 数 

据 要 成 历史 大 口 航 更 虑 数据 ,下 如 分 析 好 下 辕 引 用 , 查 任 并 不 在 深 先 生 ， 而 企 

引 下 者 白 己 .“" 见 功 间 雄二 编 坟 中 国人 中 史 ,第 4 着 { 萌 侍 基 相 笔 1.1 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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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SEE1 一 850) 有 汶 乔 对 间 部 弄 系 由 

困 ”, 显然 也 是 出 于 对 明 少 户口 制度 的 误解 而 得 出 的 结论 , 因 

而 也 与 事实 不 符 。 明 并 的 官府 户 员 数字 , 早 在 “江南 的 商品 化 

种 市 镇 化 " 发展 起 来 之 前 很 义 就 已 大量 减少 , 而 到 了 “江南 的 

闪 品 化 和 市 镇 化 "高 度 发 达 的 清 代 由 期 ,根据 道 尖 末年 人 口 局 

期 数 (这 是 明 清 江南 较 为 可 靠 的 官府 户口 数字 之 一 ) , 官府 户 
口 数字 却 比 以 前 增加 了 很多。 

其 次 ， 陈 文 说 “主要 凡 战 争 造 成 的 社会 玻 坏 与 人 11 流 

王 , 江南 的 态 史 人 口 在 南宋 林 与 元 本 有 所 下 降 , 在 明 未 清 初 

有 巨大 的 下 降 ",“ 江 南 地 区 经 历 了 13 世纪 蒙 二 人 的 人 侵 、 

14 让 纪 的 元 林农 民 起 义 、17 世纪 奖 清 征服 。 这 些 战 事 对 江 

南 户 数 和 人 口 有 间隔 性 的 负面 影响 ， 其 中 满 清 下 江南 的 负 

面 影响 极为 深远 "。 换言之 ,江南 人 口 在 明 清 之 际 的 拨 所 ,此 

远大 于 宋 元 之 际 或 元 时 之 际 的 损失 , 因此 “ 满 清 的 征服 战争 
对 13 到 19 世纪 江 南 历史 大口 的 自然 增长 起 到 了 重大 的 制 

衡 作用 "。 但 姨 事 实 上 ,如 万 剑 雄 早已 指出 的 那样 ,元 军 攻占 

江南 时 , 由 于 蒙古 人 人 原 有 的 屠杀 政策 已 经 改变 , 所 以 江南 人 

口 报 失 较 少 1 。 元 明之 际 江 南 长 期 处 于 战争 状态 ,大口 损失 

颇 冤 。 据 时 人 所 言 :” 自 { 元 末 } 兵 兴 以 来 , 生 民 之 难 极 癸 。 以 
江南 言 之 , 饥 条 瘟 疫 无 岁 光 之";“ 江 南 效 守 充 斥 , 人 民 死 兵 

万 者 十 七 作 "5a。 因 此 这 个 时 期 :向 被 视 为 江南 历史 上 之 

却 ， 据 下 树 森 与 王 班 的 估计 ,元 末 江 浙 .江西 .湖广 东部 . 河 
南西 部 的 人 口 损 失 高 过 人 人口 总 数 的 275$13。 据 我 的 计算 . 江 

南 的 人 口 在 此 时 期 大 约 减少 了 171I0 略 多 [41. 万 历 末 年 江南 

[1 志 刘 雄 : 中 同人 门 深 展 史 》,213 一 218.222 页 。 也 正 攻 如 此 ,我 未 将 宋 元 几 际 
作 少 我 所 说 的 唐 下 { 包 揪 元 ) 这 个 人 中 变化 界 段 的 图 点 ， 

2 上 末 禧 《 良 席 集 3: 工 逢 ! 梧 拧 提 ?着 四 苇 日 节 妇 传 $。 可 文 中 的 "江南 ", 指 的 是 元 
立 江 新 行 省 . 怨 围 纪 球 玄 由 所 说 的 江南 虹 上 。 

131 开 棋 森 与 工 狂 过 岂 伐 户口 急 议 争 - 

41 地 伯 间 过 水 来 皇 明 划 计 南天 口号 耕 取 的 亦 化 }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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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口 已 达到 2000 万 ， 因 此 明 铺 之 际 的 人 口 所 和 失 妇 有 条 达 划 元 

明之 际 的 程度 , 按照 丘 树 森 与 工 斑 的 知 计 , 将 会 换 朱 800 万 

人 大口 即 合 依 照 我 的 较 低 的 佑 可 ， 犀 么 也 意味 首要 栅 拓 200 

万 以 上 的 大 口 。 明 清 之 际 江南 人 口 损失 主要 发 和 后 在 城镇 , 而 

曹 树 基 个 计 上 三 历时 代 江 南 苏 . 松 . 常 , 镇 .应 天 五 府城 镇 人 口 

上 总数 约 为 180 万 LI。 换 言 之 ,即使 按照 我 的 估 数 , 明 清 之 夸 

江南 人 口 损 失 达 到 元 明之 际 的 水 平 ， 也 意味 着 江南 全 部 城 

镇 人 口 痢 损失 列 尽 。 如 明 清 之 际 江 南 人 口 损 先 的 程度 还 要 

大 于 这 个 水 平 , 那 么 死亡 人 数 应 当 太 大 超过 200 万 。 不 过 事 

实 忽 搓 如 此 。 就 是 战乱 中 受 损 严重 购 苏 州 , 即 使 在 情况 最 晋 

劣 立 时 也 并 未 变 成 空城 ， 较 之 元 末 杭 州 几 乎 疗 城 死 钨 的 情 

景 ,情况 显然 要 好 很 多 。 

在 明 清 贞 革 之 际 ， 江 南 人 口 确 实 遭 受 了 相当 大 的 损失 。 

不 过 我 们 也 要 指出 ， 这 个 损失 似乎 并 不 如 一 般 所 旗 的 那么 

大 。 例 如 自 清末 反 满 革命 以 来 ，“ 喜 定 三 层 ” 一 直 被 当 作 清 

兵 对 江南 人 民 进 行 大 屠杀 的 主要 例证 ， 不 过 这 种 极端 的 例子 

是 个 别 的 ， 并 不 能 将 其 普遍 化 。 即 使 就 这 些 例 子 而 言 ， 死 它 

大 数 也 绝 非 如 传闻 的 那么 才 。 例 如 “嘉定 三 层 ” 中 的 第 

一 次 对 城 ， 总 数 世 只 有 大 约 2 万 余人 [L34。 昆 出 也 齐 到 屠 

城 ， 死 人 大 约 4 万 131。 舅 外 -个 遭 到 层 城 的 江阴 ,死人 最 

移 ,城内 外 死亡 者 总 计 大 的 17 万 余 I14]。 但 是 下 外 城市 的 情 

[11 见 此 人 束 太 主编 术 中 国 黎民 史 》 ,第 4 耸 .424 一 425 页 。 

1{2] 和 朱 十 素 :《 圳 定 展 城 纪 略 》?; 并 泰 阅 范 金 民 与 看 维 中 : 《苏州 地 区 社会 经 济 由 》 

【明和 清关 ), 南京 大 学 蚀 策 社 1993 年 ,349 一 350 页 . 

[3] ， 顾 讶 据 厌 具 武 . 归 诸 年 谱 云 尾 山 城 巧 , “死者 四 万 人 " 《南村 记 中 ?次 二 二 六 

《 土 芷 才 等 传 $》 人 “ 土 民 志 再 者 散 | 万”, 顾 诚 认为 有 夸大 ， 友 是 成 : 习 南 明 

史 》,239 页 。 夭 阅 莫 记 界 士 坊 :中 同 秩 民 号, 第 5 郑 ! 志 树 基 执笔 ,第 7 而 。 

[4 上 城内 百姓 公 剩 "大 小 五 上 上 二 上 你 圩 英尺 江阴 城 字 纪 ? 状 让 )。 参 阿 划 全 雄二 二 : 

才 中 国 穆 民 史 $, 第 5 着 ,第 > 章 。 

时 昌 本 昌 王 本 

用 可- 各 六 本 

性 疹 于 吕 六 对 卢 于 和 茹 台 内 首 通 .， 

要 可 亚 咯 门 呈 中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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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n0581 一 的 TI 和 对 和 朋 型 门 胃 开 尚 网 

况 就 顾 为 不 同 了 。 全 如 苏州 总 市 人 口 在 乱 中 也 减少 类 多 ， 

但 从 当时 的 一 些 记 载 来 看 ， 在 减少 的 大 口中 ,大 过 数 是 弃 

替 逃 往 乡 下 或 避难 ， 而 非 死 亡 或 者 隶 科 迁 出 ， 硬 后 允 回 浊 

原 届 住地 .实际 的 死 已 人 数 , 昔 树 基 佑 计 总 共 仅 为 数 万 人 [1 

较 之 流 城 在 明 木 事 达 50 万 的 居民 总 数 0 ,这 具 是 一 个 仅 为 

1710 或 更 小 的 损失 。 苏 州 在 明 清 之 际 实际 损失 的 人 口 是 否 

比 洪 臣 , 永乐 两 彰 强 制 涝 移 到 外 地 的 苏州 划 户 的 总 大 数 蝎 

入 ,也 还 是 一 个 问题 。 总 厕 音 之 ,根据 更 有 的 材料 ,我 们 无 

法 得 出 “ 清 清 下 江南 (对 于 江南 人 人 1) 的 负面 影响 概 为 深 

远 “ 的 结论 。 

事实 上, 在 导致 江南 人 口 失 方面 .最 主要 的 因素 也 

并 非 “13 世 纪 蒙 占 人 的 人 侵 、14 世纪 的 元 本 农民 起 广 、 

17 世 纪 满 清 征 服 ”。 杜 兰 德 人 4.D.Durand)、 毒 邢 尼 人 外 

(Williarmn MecNeilly、 费 克 光 (Camey Fisher) . 葛 树 基 等 早已 指 

出 ,在 宁 元 之 际 和 明 清 之 际 中 国人 1 的 锐 减 , 流行 疾病 事 

实 上 起 了 主要 的 作用 131。 就 江南 而 言 , 江 南 历 史上 最 严重 

的 瘟疫 就 发 生 在 1639 一 164 年 。 这 场 癌 疫 连同 同时 发 生 

的 严重 旱灾 所 导致 的 死亡 人 数 ， 肯 定 要 大 大 多 于 明 清 鼎 

革 时 战争 所 导致 的 死亡 人 数 [4i。 换言之 ,在 对 明 清 之 际 汀 

南 人 口 的 负面 影响 方面 ， 况 疫 加 天 突 比 “ 满 清 的 征服 战 

争 " 和 远 为 重要 。 

[Il 对 疝 世 剑 樟 士 疙 过 中 时 移居 中? 第 5 着 ,第 2 章 。 

121 刘 石 吉 佑 计 16 世 包 末 替 吕 入 呵 已 有 和 石 上 划 石 吉 : 明 铺 时 代 社 抽 的 专业 

由 声 ?)， 曹 杰 基 在 其 较 近 的 研究 中 ,也 佑 让 明 慌 后 髓 的 苏州 城 居 民 可 能 本 过 

5 和 0 万 人 :药剂 维 市 所 中 国 和 社民 史 ,第 4 痊 ,311 血 )。 

131 由 下 .Durargd; 隐 P Popuzasuer Sadistita ina， 4 瑟 .34195731 可 iiant 于 ,MeJseil， 

egBe nd Peopres ， 141- -142、258 -269 下 ;1 喘 守 玫 1Parney Faher1 :二 中 同 押 出 

上 的 鼠 放 ?5: 草 机 其: 地 理 和 环境 与 索 元 时 代 的 传 集 病 ?。 

lc1 大 阅 摧 交 $ 控 制 增长 ,以 保 亢 可 : 消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上 品行 为 #> 并 参 同 是 鹿 雁 

i 坑 : 下 国富 民 中 ,第 于 状 , 第 > 高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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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次 ， 陈 文 说 “ 刘 测 攻 的 研究 表明 : 在 清 初 100 多 年 

里 ,江南 人 口 出 生 率 显 其 上 升 而 死亡 牵 下 降 ”.- 他 所 引用 的 

刘 氏 该 项 研究 , 基 关 j 包 括 江 苏 在 内 的 5 个 省 5 个 农村 穴 

族 的 研究 ， 并 非 专 指 江南 ,而 且 刘 氏 所 谈 到 的 出 生 举 上 升 

而 死亡 率 下 降 呼 发 后 在 清朝 的 统治 的 头 - :百年 里 。 其 秋 ， 

就 江南 而 言 , 刘 氏 早 存 一 十 年 前 就 已 使 用 更 多 的 家 族 资 料 

作 了 更 为 专门 和 深信 的 研究 [11 .而 刘 兵 至 今 并 未 对 这 些 赋 

穹 的 缚 论 作 出 米 正 。 如 果 众 刘 氏 的 这 个 专门 研究 出 发 , 纠 

么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 在 刘 氏 所 研 窑 的 江南 划 其 毗邻 地 区 的 

1 个 家 族 中 121，1700 年 以 前 的 人 口 增 长 率 并 不 比 1700 一 

1800 年 邮 的 人 口 增长 率 必 : 相反 ， 从 关上 氏 所 给 的 上 述 家 族 

人 避 变 化 曲线 来 看 , 只 有 武进 周 拱 1600 一 1700 年 画 的 人 日 

增长 率 低 五 1700 一 1800 年 间 的 增长 率 ， 黄 余 的 如 荞 出 好 

氏 及 李 戊 、 节 溪 钱 氏 、 青 削 央 氏 等 ，1600 一 1700 年 癌 的 

上 日 增长 率 都 覆 高 于 1300 一 1800 年 间 的 增长 率 。 这 些 家 族 

以 及 未 有 4700 年 以 前 数字 的 武进 邹 氏 、 人 余姚 忠 氏 、 靖 山 

徐 氏 、 汪 氏 和 此 氏 等 家 族 ，1700 一 1850 千 同 的 人 人口 增 长 

率 都 呈现 逐渐 下 降 的 趋势 。 换 言 之 ， 从 这 些 家 族 的 情况 

林 见 ,江南 改 其 毗邻 地 区 的 人 口 增长 率 , 自明 找 后 期 以 来 

是 在 逐渐 下 降 的 。 

复 次 , 陈 文 又 说 :“ 从 梁 方 促 所 昔 载 的 人 口 资 料 和 从 康 店 

始 的 经 济 政策 的 效用 来 理解 ， 江 南 并 未 人 饮 于 中 国 届 世 纪 的 

人 后 爆炸。 ”" 姑 电 不 论 学 界 对 于 “18 志 纪 人 [爆炸 "已 经 出 现 

[1 其 诗 果 蛋 《 明 清 时 期 长 拒 于 入 苦于 宣 旗 的 天门 动 态 闻 . 

f21 该 六 所 讨论 的 家 族 共 16 个 。 除 了 本 交趾 提 及 的 11 个 让, 肖 有 归 安 { 南 得) 有 书 

版 . 守 祖 系 氏 .部 此 睫 氏 .性 城 于 夸 与 下 外 -桐城 在 长 江 以 北 , 悄 况 与 长 帮 , 以 南 

在 许 密 方面 有 校 大 并 鲜 . 故 在 北 略 而 不 论 : 另外 ,在 该 详 中 -无 归 实 周 氏 .会 秽 

雄 民 和 郭 其 历 氏 1800 年 以 前 的 人 三 增长 率 上 数字 ， 因 此 我 个 公 有 出 剂 球 阐 对 

片 寺 11 个 家 族 有 关 情 状 的 从 本 . 

3329 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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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较 新 看 法 员 ,， 仅 就 “从 梁 方 促 所 辑 载 的 人 口 资 料 和 从 康凯 

始 的 经 济 政策 的 效用 "而 言 , 了 电 难 以 得 出 “江南 片 厅 狗 于 中 国 

1 世纪 的 人 [爆炸 "的 结论。 此 外 ,如 前 所 述 , 梁 方 仲 所 香 的 

明 清 官方 人 1 资料 ， 大 多 数 对 于 人 口 研 究 来 说 并 无 实际 意 

吕 。 全 于 说 “从 康 丙 始 的 经 济 政 策 【 按 : 即 陈 文 中 避 明 的 

“ 永 不 加 赋 ” 和 ” 摊 开 人 再 站 的 效用 ,到底 是 让 助 于 把 那些 原 

来 未 加 统计 的 人 人员 纳 人 官方 册 籍 , 还 是 如 陈 氏 所 说 是 “增加 

生育 的 动力 "”( 特 别 是 在 江南 这 样 的 地 区 )? 我 的 看 法 应 当 是 

前 者 。 

五 ”节育 是 否 减 组 了 江南 历史 人 口 的 增长 ? 

陈 文 在 一 开始 就 指出 “ 李 文 也 引出 一 个 重要 问题 : 江浙 

近代 鳞 前 的 节育 措施 到 底 对 该 地 区 的 人 口 增长 有 对 大 制衡 

性 的 影响 * 这 些 措施 有 没有 根本 性 鸯 改变 马尔 萨 期 人 呵 论 学 

者 对 中 国 历史 人 大口 学 所 作出 的 绪论? ”在 该 文 之 末 ,， 陈 氏 闪 

说 :“ 把 西方 学 者 这 些 研 究 与 元 明 清 官方 文献 以 及 一 些 中 国 

学 者 的 研究 结合 起 来 看 . 在 13 至 19 世纪 中 江 南 不 存在 人 口 

自然 增长 的 “低速 碟 长 "，…… 因 些 13 至 19 世纪 中 时 的 节育 

方法 对 江南 人 口 的 自然 增长 率 几 乎 没有 影响 ,而 不 是 他 从 重 

所 说 “这 些 疙 统 方 法 的 生育 控制 方法 ,对 于 近代 以 前 中 国 的 

It 同 如 葛 刘 雄 : 中 国人 人口 发 展 史 ?第 10 章 第 5 节 已 批 戏 了 请 代 人 口 增 长 率 太 

大 高 于 出 往 的 说 法 .王国 城 .威廉 拉 大 里 . 李 中 清 等 人 的 研究 则 证 实 1700- 

1850 年间 中 国 的 人 口 增 长 认 与 西北 欧 兵 英国 相 戎 二 大 【有 R.Bin 更 ong 丰 

钴 iiam Lawtcly :Populatiot ana 及 esoPces in Modemmn 人 hina: 点 (omPuaraliyt 点 站 ptobe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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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口 变化 ,起 到 了 一 种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'`。 "对 于 陈 氏 此 说 ,我 

的 答复 如 下 : 

首先 , 陈 文 说 他 根据 “西方 学 者 研究 与 死 明 清 官方 文献 

以 及 一 些 中 国学 者 的 研究 ”而 断定 “在 13 至 19 世纪 中 江南 

不 存在 人 口 自 然 增长 的 “低速 成 长 "。 可 是 他 所 引用 的 他 人 

研究 成 果 ， 并 未 包括 对 这 一 时 期 江南 人 人口 变化 进行 专门 研 

究 的 著作 [001,， 也 未 包括 研究 此 时 期 中 国人 口 变 化 的 较 新 的 

成 果 I21。 至 上 他 所 用 的 “元 明 清官 方 文献 " ,前 面 已 经 谈 到 ， 

基本 | 限于 雄 方 促 编 《中 国 历代 人 呆 .耕地 .各 贼 统计 》 所 收 

集 的 审 方 人 日 数字 ， 而 陈 氏 从 该 书 所 选择 并 使 用 的 有 关 数 

字 ,大 多 是 对 于 人 口中 研究 并 无 多 大 价值 的 纸 上 游 戏 。 因 此 

在 此 茶 础 上 得 出 的 "和 在 13 至 19 世纪 中 江南 不 存在 人 口 自然 

增长 的 “低速 成 长 " 的 结论 ,应当 说 事实 依据 并 不 充分 。 

其 次 ,在 拙 文 《 哺 有 眙 》 中 ， 我 说 传统 的 堕胎 、 避 孕 、 比 

育 等 的 生育 控制 方法 ， 对 下 近代 以 前 中 国 的 人 口 变化 起 到 了 

一 -种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， 但 是 陈 文 却 说 由 于 “13 人 1 世纪 中 

叶 的 节 彰 方法 对 江南 人 口 的 自然 增长 率 凡 乎 没有 影响 ” ， 所 

以 “地 伯 重 折 说 “这 些 传 统 的 生育 控制 方法 ,对 于 近代 以 前 中 

国 的 人 口 变 化 ， 息 到 了 一 种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” ”之 语 是 错误 

的 。 这 里 我 觉得 有 必要 说 明 : 正如 拙 文 《 了 时 胎 》 的 题目 所 

示 ， 该 文 是 专门 讨论 葫 胎 、 和 避孕、 绝育 等 的 生育 控制 方法 及 

其 对 近代 以 前 江 渐 地 区 人 1 上 变化 所 息 的 作用 ， 但 是 这 些 方法 

只 是 我 所 说 到 的 人 中 控制 方法 的 -部 分 ， 并 非 全 部 。 除 此 之 

111 在 陈 交 引用 的 其 必 中 . 嘻 珊 尔 与 普 勒 妈 的 著作 可 以 说 是 疏 一 度 正 启 站 汪 这 

南 的 . 世 访 研 容 仅 是 针对 杰 53 至 1 其 引 林 新 江 芋 上 山 明 2 二 个 家 族 , 其 普 山 总 

必 实 亮 有 过 大 搬 难 说 。 

[2] 不 本 文中 引 到 的 葛 公 雁 、 草 树 基 . 吴 松 单 以 及 李 中 浅 、 王 夺 . 土 同城 .和 拉 去 甲 ， 

刘 结 入 等 人 的 闫 性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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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,当时 还 有 多 种 方法 ， 而 对 上 这 些 方 法 攻 其 在 蝗 铺 江南 的 

运用 ， 我 早已 在 《控制 增长 ， 以 保 富 衬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

大 口 行 为 》 一 文 进 行 了 专门 的 讨论 。 在 该 文中 我 指出 : 除了 

随 豚 、 避 二 物 育 等 二 法 外 ， 这 些 方法 还 包括 遍 时 、 靶 励 独 

身 和 隐 制 结婚 .推迟 结婚 年 龄 .男子 外 出 涝 牛 减 少 夫 妇 同 富 的 

机 会 ， 等 等 。 而 障 险 、 避 菠 、 绝 育 ， 被 排列 在 瘟 归 、 鼓 励 独 

导 和 限制 结婚 ， 推 迟 结婚 年 龄 等 三 法 之 后 。 因 此 我 所 说 的 人 

口 控制 方法 ,并 不 等 问 于 蚌 胎 、 避 有 束 、 绝 育 、 

陈 氏 说 “13 至 19 世纪 中 时 的 和 车 育 方 法 对 江南 人 口 的 自 

然 增 长 率 几 乎 没有 影响 ” ,显然 不 相信 上 述 节 理 方法 真 的 会 对 

江南 的 人 口 行 为 产生 作用 。 我 在 4 榨 制 增长 , 以 保 襄 裕 : 清 代 

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 为 中 , 秋 描 出 在 过 去 的 请 史 研 究 中 , 站 

在 着 一 丁 我 称 为 “近代 至 上 论 ” 的 慨 辐 , 即 认 为 在 起 源 于 西方 

的 近代 生育 观念 和 近代 医药 知识 出 现 和 普及 以 前 ， 中 国人 口 

行为 的 特征 是 放任 增长 ,在 人 口 控制 方面 无 所 作为 ,结果 自然 

是 人 口 剧 增 或 "人口 爆 炸 "t。 但 是 李 中 清 和 王 幸 在 其 破除 己 

稚 了 蛙 斯 神话 .天 现 中国 历 史 真 相 的 最 新 人 研究 成 办 中 ,揭示 了 一 

个 出 平常 人 态 料 的 重复 事实 : 浅 代 中 国 妇 女 的 生育 率 , 大 大 低 

于 中 世纪 后 期 万 至 近代 早期 西欧 妇 妇 的 生育 率 [21。 由 此 就 引 

出 了 一 个 癌 题 : 以 什么 中 国 妇 妇 的 生育 率 会 比较 低 ? 合理 的 

和 解释 是 :她 们 采取 了 某 些 方法 来 控制 生育 .从 而 有 将 地 降低 了 

1 芝 向 拙 挛 & 控 制 增长 .以 扣 富 衬 : 生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为 ?。 

[2 站 近 民 以 前 的 西方 ， -个 吕 婚 妇 玄 的 生育 平均 生育 10 个 伪 人 ,而 中 国 妇 妇 人 避 

生育 二 个 部 了 ， 电 仔 绑 地 看 ,1700 1840 年 间 稍 蝴 宗 刻 -- 大 一 责 家 许 , 平均 

每 个 区 产 只 些 痛 4 一 5.5 个 该 子 - 在 实行 雪村 制 的 家 庭 中 , 短 个 各 业 平 均 也 只 

生 痛 6 一 10 个 熏 子 。 汪 此 相对 晤 .是 广 的 一 去 一 要 家 谋 每 个 区 训 平 岗 沾 育 

6 一 ] 纹 个 护 季 ， 而 实行 多 毒 刺 的 家 府中 ， 盘 个 公 亲 平均 生育 的 该 子 竟 密 达 

1 -25 个 。 大 俩 李 中 清 与 干 在 :Drnr 人 aarer f Hermenty 一 肝 aEFnsiai 有 whotogr 

in 人 impse 旺 -atr ,第 下 .高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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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 率 。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第 一 个 问题 : 她 们 究竟 采取 了 些 什 么 

方法 ,来 碱 少 生育 次 数 y 她 们 所 采用 的 方法 ,大吉 说 来 应 当 陨 

是 《控制 增长 ,久保 富裕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11 行 为 ?中 折 引 

清和 代 中 期 江南 人 口 学 者 汪 十 铎 所 谈 到 的 那些 方法 上 ,因为 证 

氏 所 提出 的 方法 代表 了 19 世 红 中 期 以 前 中 国 大 所 关 扎 的 主 

此 节育 睫 法 (当然 要 撒 开 其 中 那些 极端 的 或 过 激 的 成分 )， 于 

中 清 的 研究 早已 证 实 : 与 节育 的 愿望 比较 微弱 , 面 可 采用 的 

手段 也 比较 欠缺 的 旗 人 农民 格 比 ,清朝 皇室 人 口 控制 是 有 

成 效 [21。 江南 的 情 癌 也 与 此 有 相近 之 处 91。 因 此 ,我 认为 传统 

的 节育 方法 可 以 减缓 〈 至 少 是 在 - 定 的 程度 上 减缓 ) 人 口 增 

攻 。 当 然 ,由 于 这 个 问题 代表 了 一 种 新 的 领域 ,因此 还 需 村 我 

们 进 一 严 进 行 努 力 ,更 充分 则 了解 真 实 的 情 掀 。 

最 后 , 顺便 指出 : 陈 文 在 并 头 和 附 记 里 , 都 明说 这 是 对 朱 

[1 这 里 要 强调 的 是 , 工 述 这 点 节育 方法 在 清 伐 江南 吕 得 到 广 汪 运 用 ,因此 1 

世纪 中 时 的 江 南 著 客人 中 学 者 汗 土 铎 ,在 其 1855 1856 年 间 和 守成 的 《 渤 情 妾 

叫座 昌 记 $ 中 提出 的 - -系列 大 口 控制 语法 . 这 些 方法 可 志 归纳 为 以 下 六 个 太 

面 :1. 性 改 靶 律 , 概 人 地 扩 友 托 刑 的 运用 范围 ,中 可 能 名 地 处 让 啡 犯 !+ 包 括 茎 

晨 徘 型 和 少年 罪犯 万 车 其 亲属 香里 .以 防 消 再 有 估 门 :2. 各 革 案子 如 家 媒 

前 赋税 .推广 村 上 配 (无 傣 是 让 婴 ; 的 片 污 ,以 限制 每 个 家 庭 的 于 女儿 量 ., 骨 个 家 

许 只 应 有 陌 个 表 怨 ( 富 上 家 庭 可 以 雪 衣 工 个 志和 孩 . 寡 上 罕 庭 刚直 应 有 弥 防 1 

赵 过 这 个 蜡 购 就 要 何其 转 13. 担 从 男女 独 和 户 . 严 插 眼 制 婚 肥 ， 为 此 ,他 主张 

六 设 童贞 去 院 . 清 节 堂 井 奖 珊 出 家 为 慌 尼 ;同时 , 鳃 去 和 和 训 如 有 子 者 郁 沾 得 再 

刀 , 违 者 外 以 死刑 。 用 暴力 残害 凶 人 者 此 二 看 器 书 , 都 不待 结婚: 4, 推行 晚 

岂 .男子 台风 . 了 人 5 赃 为 得 入 可 ., 男 于 站 册 以 下 . 玄 于 加 刚 届 下 绪 和 是 井 处 

以 极刑 ; 5， 推广 使 用 各 种 搞 制 生育 的 药物 . 降 个 人 口中 生 训 :6 鼓 砚 丹 子 和 劳 

山 强 商 ,使 得 支 妇 间 之 时 间 碱 少 , 成 而 降低 尝 池 几率 ( 孝 冰 紧 敏 如 :中 国人 日 

四 想 简 中 9 ,169 171 页 ) 如果 除 下 其 中 过 注 丰 至 慨 靖 的 成 分, 漂 氏 所 说 的 方 

法 实际 上 友 比 与 我 总 结 出 来 的 方法 相册。 证 车 基 一 位 传统 的 做 口 学 者 ,地 所 

握 吕 的 方法 也 是 完全 求 白 这 南 民间 。 

13j 奏 轩 李 中 清 : 帝 国 梗 期 中 国 的 历史 大 口 学 : 订 近 的 癸 究 成 果 丘 谍 闪 和 ， 

[3] 艺 阳 拙 文 & 控 制 增长 , 届 保 畜 补 : 稍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人 口 行 为 ?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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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刀 本 口 交 志 行 平 隔 避 后 省 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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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《 随 朋 》 - 文 谈 谈 看 法 。 但 在 该 文 绝 大 部 分 篇 幅 中 , 评论 的 

重点 却 不 在 k 嘎 胎 》 一 文 , 而 是 在 《 赎 胎 》 的 -个 脚注 中 所 担 及 

的 我 的 关于 六 南口 变化 的 观点 。 然 而 如 陈 氏 在 其 玄 附 记 中 

坦 各 的 那样 , 他 在 扎 写 该 文 时 ,“ 林 能 找到 李 伯 重 发 表 于 人 台 六 

& 新 史学 }》 和 杂志 土 的 《控制 增色 ,以 保 富 裕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

人 人 口 行 为 》 一 计 《〈 引 者 案 : 陈 氏 世 未 读 此 外 的 天 部 分 楷 半 擂 

著 ), 林 能 了 解 李 对 清 伐 大口“ 和 低 建成 氏 "的 有 具体 论述 ”。 由 于 

未 读 有 关 拙 其, 因此 他 对 于 我 有 关 观 点 的 评论 ,不 免 就 与 我 的 

真实 观点 颇 有 出 人 。 例 如 陈 文 说 : 李 在 注 释 中 给 出 了 江南 苏 

州 . 松 江 、 营 州 .镇 5 者 按 : 陈 氏 原 六 如 此 ,应 为 镇 江 之 误 。 下 

面 揪 导 中 的 文字 , 亦 系 引 着 所 加 ) 江宁、 杭州、 嘉兴、 潮州 、 

太仓 等 环 太 前 地 厅 从 府 一 州 人 口 历 史 灾 化 的 数据 ,……- 即 ( 在 

7 世纪 中 叶 至 19 世纪 中 叶 这 个 时 期 的 ) 前 5 个 世纪 时 (江南 的 

户 数 ) 增 加 了 3 税 , 后 后 个 世纪 里 增加 了 名 33 人情 , 因此 李斌 为 

有 时 由 相 迟 ， 江 渐 的 节育 对 人 口 增 长 的 碱 组 是 有 作用 的 。 巾 

于 李 伯 重 是 从 节育 的 角度 纵 出 上 啊 大 时 期 的 不 同 户 数 与 大 口 ， 

因此 这 -- 对比 遍 具 有 的 意义 是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的 对 比 。 但 这 一 

对 比 会 产生 误导 ,内 为 它 没 有 考虑 成 争 与 物 民 等 因 束 对 江南 

场 虫 大 口 发 展 的 重大 影响 ， 也 没有 显示 出 两 大 时 期 各 和 睛 内 部 

的 人 口 剧 烈 变动 。 ”但 事实 上 , 我 在 有 关 拙 著 中 对 宋 元 之 和 际 ， 

元 明之 际 以 及 明 清 之 际 江南 大 口 的 变 花 已 作 了 专门 的 讨论 。 

在 这 些 讨 论 中 ， 不 仅 对 战 委 因素 ， 而 且 对 疾病 .天 灾 、 社会 

动 功 .经 济 菇 条 等 因素 都 进行 了 分 析 ,同时 还 对 这 些 时 期 江南 

人 口 变 化 的 幅度 提出 了 新 的 数量 佑 计 。 因 此 陈 氏 说 我 所 作 的 

对 比 “没有 考虑 战争 与 移民 等 因素 对 江南 历史 人 口 发 展 的 重 

大 影响 ， 也 设 有 显 尔 出 两 大 时 期 各 自 内 部 的 人 口 剧 烈 变动 ”， 

“是 从 节育 的 角度 纵 出 两 大 时 期 的 不 同 户 数 邱 人 口 , 因 此 这 一 

对 比 所 具有 的 意 尽 是 人 1 自然 增长 的 对 比 ”. 然 与 实际 情况 

芽 了 3 



不 符 . : 附 

页 史上 的 人 口 变化 ， 是 中 国史 研究 中 最 重要 的 内 容 之 “和 
-`。 我 不 是 人 口 史学 者 ， 近 年 来 为 了 更 好 地 研究 江南 经 济 ; 宫 
中, 因此 开始 涉足 江南 人 口 史 的 研究 。 让 于 人 口 史 原 非 我 的 :入 
专业 , 因此 我 在 江南 人 口 研 究 中 提出 了 一 些 新 的 见解 后 , 急 
切 希 望 得 到 各 方面 的 批 广 指 教 、 看 到 陈 文 刊 出 .感到 十 分 高 
兴 。 我 也 希望 其 他 学 者 对 拙 文 提出 意见 ,帮助 我 型 清江 南 人 :有 
上 变化 的 真实 铺 况 。 即 使 原 有 的 观点 被 否定 ,但 层 对 江南 人 站 和 
上 问题 的 看法 却 能 因此 廊 清 。 对 上 我 的 研究 来 说 ,这 才 是 真 

正 的 收获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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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二 : 

明 请 江南 确实 采用 了 药物 

路 胎 :四 个 实例 及 相关 分 析 

撑 文 《堕胎 . 避 学 本 绝育 : 抄 元 明 请 时 期 汀 浙 地 区 的 节育 

方法 及 其 运用 与 传播 江 以 下 简称 《 蝴 胎 3》) 在 《中 国 党 术 》2000 

年 第 1 期 州 出 后 ,不 少 学 青 对 该 文 所 论 表 现 出 了 粘 大 兴趣 。 有 

一 些 他 者 指出 :六 中 谈 到 药物 随 舱 佳明 清江 南 民间 的 使 用 ,证 

撕 都 来 自 笔 记 小 说 ,有 直接 证 据 不 足 之 嫌 。 确 实 ,从 社会 史 研 

究 束 说, 笔记 小 说 中 的 材料 可 以 视 因 社会 风俗 的 反映 ,但 是 终 

完 不 足 有 确实 的 时 间 、 地 点 和 人 物 的 第 一 于 证 将 。 因 此 只 用 

笔记 小 说 中 的 材料 作为 证 据 ， 得 出 来 的 结论 不 免 信 人 有 不 确 

定 感 .因此 从 其 他 方面 获得 第 - 手 的 证 据 ， 对 于 该 文 关 寺 药 

物 旺 冯 在 明 清 汇 南 使 用 颇 为 普 油 的 观点 能 否 成 立 来 说 ， 是 至 

近来 蒙 郭 松 义 . 常 建华 两 先生 提供 了 一 些 重要 的 史料 ,以 

确定 不 移 的 事实 让 实 了 明 清 江南 民 疗 确实 使用 药物 辽 胎 ， 从 

而 使 得 质 文 & 上 堕胎 4 中 第 一 手 史 料 不 是 的 缺 幅 得 以 纶 补 。 在 对 

他 们 袁 东 这 切 感激 的 同时 ,我 也 不 邢 独 享 这 些 重 要 史料 , 征 得 

他 们 问 意 之 后 , 特 将 这 些 忠 料 公 布 出 来 , 伯 其 他 对 此 有 兴趣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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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者 亦 得 分 享 。 现 将 这 些 史料 肪 列 于 下 ,然后 再 隙 人 必 分 负 。 

《 -) 明 嘉 站 四 条 .松江 府 华 之 县 

“ 张 君 妇 者 ， 华 亭 杨 兵 ， 叶 谢 镇 王族 也 。…… 张 君 家 曹 

演 ，-……… 册 丁 本 [嘉靖 四 年 ] 春 ， 张 看好 妊 两 月 ， 六 君 方 和 

行 ， 徒 以 此 累 君 心 ， 沫 英 随 胎 药 下 之 ， 即 仓促 省 胞 死 。” 中 

(二 ) 清 康 竹 五 十 八 年 ,常州 府 无 钢 县 

“ 乡 1【 华 ) 氏 媚 局 子 二， 有 碳 [ 过 ? | 时 章 者 ， 乃 氏 之 

无 服 报 公 ， 与 氏 通 奸 已 经 两 载 ， 因 有 六 月 身 参 ， 上 上 康 晤 五 

十 从 年 十 一 月 初 十 日 ， 时 章 曾 买 打 胎 红 药 一 料 ， 十 一 口 给 

氏 吞 服 。 氏 子 过 永 言 十 二 日 上 外 上 归来， 见 母 奸 头 据 面 ， 询 

问 其 故 ， 氏 将 与 过 时 章 通 奸 怀 孕 打 胎 情 和 由 说 知 ， 们 其 往 寻 

时 总 -.。.-- ”21 

(二 ) 清 履 正 二 一 年 .太仓 州 嘉定 其 

“ 朱 望 供 : 本 县 人 . 三 十 岁 ， 雍 二 七 年 雇 在 新 阳 吴 月 家 贫 

工 ，， 独居 。 吴 月 家 间 艾 马 氏 ， 是 胡 贵 的 刀 局 弟 妇 。…… 尼 

正二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抑 马 氏 年 少 ， 说 话 有 情 ， 有 了 奸 

情 。 雍正 十 一 年 四 月 ， 马 氏 因 有 了 孕 ， 趣 改 败 绒 ， 与 小 的 商 

量 和 逃走 ,约定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晚 走 。 到 了 嘉定 ， 恨 说 是 在 新 阳 

娶 的 妻子 ， 借 反 圣 家 一 间 房 子 件 居 。 后 来 打听 胡 贵 报 官 差 

绢 ， 马 氏 准 备 回 去 ， 小 的 说 :你 的 身子 这 样 大 了 ， 怎 好 回去 

呢 ? 不 如 弄 帖 打 胎 药 了 ， 打 掉 回 去 黑 。” 马 氏 依 了 。 小 的 于 

五 月 一 十 五 日 在 路 走 过 ， 人 恰好 遇 着 一 个 背 药 箱 的 医生 ， 小 

的 就 向 他 买 了 - 服 打 胎 药 回来 。 到 二 二 二 日 马 氏 自己 咏 

了 ， 有 腹痛 起 来 ， 要 生产 了 ，………: 那 产 下 的 玉 子 生 下 来 已 经 

111 徐 献 由 长 答 集 ? 卷 十 _ :人 张 君 妇 杨 氏 行 状 3。 转 引 自 党建 华 : 明代 丽 亚 问题 

初 淋 拉 巷 H)。 

f21 人 台 洲 中 研 院 史话 所 瑚 《内 阁 议 立 商 峰山 往 胶 耸 C 字号 状 季 . 第 23549 盾 , 松 

六 先生 提供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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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 了 ， 马 氏 生 了 产 ， 消 血 和 不止， 生生 到 二 十 二 日 多 

(四 ) 洲 豆 隆 二 年 ,嘉兴 府 海 宁县 

“成 僧 履 冰 ， 系 视 氏 改 夫 徐 类 升 胞 弟 ， 出 家 西村 ， 怠 隆 

一 年 正 月 同 ， 履 冰 往 帘 家 拜年 ， 规 氏 贸 饮 ， 勾 引 通 寻 。… 

视 兵 证 孕 麻 大， 与 履 冰 商 谋 打 胎 。 和 … 履 冰 随 于 次 日 天 红 女 

于 等 药 前 与 氏 服 ， 胎 化 下 壬 殉 傅 。” 6 

对 以 上 宰 例 进行 分 析 ,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以 下 情况 : 

(一 ) 这 些 司 用 药物 进行 监 胎 的 实例 之 所 以 链 保 贸 

了 下 来 ,都 是 因 服 用 药物 打 胎 而 引出 命案 ， 因 此 可 以 说 

它们 之 帘 保 留 下 来 拖 全 是 出 于 蛋 然 的 原因 .， 换言之， 如 

果 不 出 人 人 靖 ， 我 们 今天 有 看 不 刘 这 些 实 例 了 。 由 此 而 

育 ， 可 以 说 这 些 事例 不 过 是 冰山 露出 水 面 的 部 分 。 因 此 

这 些 事例 不 促 证 实 了 明 清 江南 民间 确实 使 用 药物 堕胎 ， 

而 且 把 它们 与 拙 文 《堕胎 中 所 引用 的 明 清 小 说 中 的 有 

关 撒 写 相 印证 ， 可 以 推 知 药物 哺 胎 和 在 明 清 汪 南 是 相当 普 

遍 的 。 

(一 ) 从 以 上 实例 来 看 . 明 清 江南 实行 药物 理 胎 ， 务 当 事 

大 的 动机 题 有 不 同 。 华 训 张 家 声 氏 陡 胎 ， 是 为 了 使 还 行 的 束 

去 不 必 因 自己 他 育 而 担忧 。 而 其 他 三 人 鲍 中 ， 则 是 因为 通奸 怀 

孕 ， 害 怕 灶 露面 打 胎 ， 动 机 万 至 情节 都 与 拙 文 《堕胎 少 所 引 

用 的 小 说 相似 。 因 此 这 些 事 例 表 明 : 并 非 如 拙 文 《堕胎 和 中 

所 引用 的 明 清 小 说 中 的 例子 所 示 那 样 ， 仅 只 是 因为 道 奸 而 全 

用 药物 嘻 胎 。 

[11 《 形 科 是 率 ? 婚 姑 好 情 类 , 束 隆 元 年 二 一 月 一 阿 日 刑部 尚书 失 李 等 题 ， 辑 恰 立 

先生 措 供 ， 

[2 《 刑 科 彝 机》 婚姻 奸 博 类 ,由 隆 四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刑部 商 书 并 继 昔 等 题 、 埋 检 交 

先生 提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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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二 )》 在 以 上 实例 中 ， 实 行 药物 随 胎 的 人 所 处 社会 地 售 

各 不 相同 。 第 - : 例 中 的 杨 氏 ， 其 去 家 张 察 是 华 学 土族， 她 

的 两 个 儿子 后 米 志 都 成 方 “ 殊 器 ”， 并 与 地 方 玉 费 家 庭 联 

姻 111。 杨 氏 本 人 人 则 是 -位 贤 孝 因此 她 和 其 察 庭 在 当地 属 

于 中 上 层 社 会 无 疑 【 也 正 基 和 由 于 这 样 的 背景 ， 其 死 后 才 受 到 

表彰 ) 。 第 一 例 中 的 男 主 币 朱 望 则 是 一 个 农村 中 的 和 雇工， 去 

主人 朋 马 氏 天 的 也 只 是 农妇 ， 所 以 他 们 应 都 属于 下 层 社会 。 第 

二 、 四 全 中 汝 女人 的 家 晓 背 景 不 详 ， 不 过 估计 也 不 是 什么 大 

卢 人 家 或 者 士 纯 之 家 【如果 是 的 话 ， 这 类 奸 情 案件 很 可 能 就 

被 措 盖 下 去 了 ) 。 因 此 处 于 不 局 社会 阶 屋 的 人 ， 郝 有 实现 药 

物 随 胎 的 。 

(四 ) 以 上 实例 也 表明 在 明 清 江南 ,不 论 城乡 , 晨 胎 药物 都 

很 容易 获得 。 在 第 三 例 中 ， 葫 肥 药 是 从 农林 六 方 医生 手 里 买 

的 。 在 第 吓 例 中 则 可 能 是 从 药 铺 购 买 ( 国 为 系 源 药 )， 其 他 一 

例 未 说 从 何 处 购买 . 世 是 电 不 外 乎 上 述 商 个 来 源 。 值 得 注意 

的 是 ,这些 药 物 的 获得 都 是 通过 周 买 ,而且 在 第 一 俩 中 “ 打 胎 

红 药 ”已 制 为 巡 药 售卖 (这 种 药丸 或 许 就 是 清 代 江南 和 名医 徐 大 

棒 在 & 文科 医 案 少 中 谈 到 的 随 及 成 药 " 郁 红 忒 ”可见 蝴 胎 药 物 

的 千 产 和 传 布 都 已 非常 商业 化 。 

五) 最 后 ， 以 上 实例 还 显 关 : 明 清 江南 民间 使 用 的 大 胎 

药物 ， 有 些 使 用 起 来 其 育 颇 类 的 危 队 性 ， 往 往 导 改 东 妇 死 

亡 。 但 是 对 此 也 不 宜 过 分 压 大 。 在 以 上 事例 中 ， 服 药 者 确实 

都 死 了 ， 人 得 是 正如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的 那样 ， 正 是 因为 出 了 命案 

这 些 事例 才 得 以 保留 下 来 ， 如 果 服 用 晴 了 胎 药 物 真 的 都 很 危 

险 ， 邦 么 为 什么 还 有 那么 多 人 地 合 用 呢 ? 事实 上 ， 江 看 民间 

LTrj 据 & 张 性 杂 声 兵 行 状 》, 相 拓 所 防 之 鹏 为 第 二 上 鹏 .她 的 两 个 册子 长 府 肝 ,由 辐 

子 生 革 它 玄 ; 识 启 车 .对 时 方 谷 了 某 之 上 + 疝 子 缘由 多”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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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 随 脸 药物 的 危险 性 是 有 清楚 了 解 的 1。 由 于 民 从 知道 嘎 

朋 药 物 的 艳 险 性 ， 因 此 为 了 自身 的 安全 ， 也 总 会 挑选 孝 些 比 

此 外 ， 我 们 还 可 以 从 近代 江南 民间 流行 的 打 胎 太 法 来 

递 摸 清 代 江南 的 情况。 据 缘 锦 清 、 张 乐 大 等 人 的 调查 ， 人 在 

1949 年 以 前 的 渐 江 北部 【 即 江 南 地 区 的 核心 地 带 ),， 乡间 流 

行 着 三 种 打上 胎 十 法: -是 草药 堕胎 法 ,用 水 井 里 的 凤 尾 草 和 和 

屋 脚 过 的 车 前 章 莱 计 : … 基 用 廊 香 制 成 的 药膏 贴 在 有 如 脉 

部 , 据 老 中 医 说 , 此 方法 确 有 效用 ,但 也 视 不 同 的 “ 胎 气 ”而 

异 ;- 一 是 针 秋 法 , 换 说 要 请 好 的 针 旬 师 , 否 则 无 效 121。 从 拙 文 

堕胎 》 所 人 必 的 尘 论 来 杰 ,与 这 三 种 方法 相似 的 方法 ,在 明 清 

时期 5 特别 是 清 代 ) 都 已 存在 上 江南 。 因 此 这 也 从 一 个 方 而 

旁证 了 清 代 江南 民间 确实 使 用 药物 堕 取 ， 尽 管 估 现代 医学 

的 角度 去 看 , 明 清 江南 民间 使 用 的 上 卫 胎 药物 确实 比较 危险 ， 

成 效 也 比较 差 避 1。 

由 于 上 述 史 料 的 可 靠 性 ,我 们 可 以 确信 拙 文 & 上 堕胎 放 中 所 

说 的 药物 堕胎 确立 在 明 清 〈 特 别 是 清 代 ) 江南 城乡 得 到 普通 

实行 。 

[il 在 朱 紊 k 蝴 和 # 中 ,名 么 引述 过 请 从 小 说 中 的 一 些 记述 , 老 明 江南 民 问 对 蝴 膀 

药物 的 矶 险 性 人 山 实 是 有 相 轨 请 禁 了 解 。 例 如 在 清和 代 前 期 江苏 末 州 人 黎 还 整 

纲 壬 的 红 芒 小 说 集 & 灵 洞 大 卷 上 内 《本 败类 一 一 遇 孔 总 候 儿 峰 反 真 ,二 诚 机 真 

多 王 是 巾 #y 中 , 师 各 出 过 和 这样 的 警告 " 蝴 腑 药 上 其 厉 者 ,…… 怀 孚 过 了 两 月 , 惫 

切 难 堕 .,“& 神 真 后 出 ? 簧 于 内 回 中 胃 江 参 瞳 胶 医 生 . 阅 求 药 者 琳 及 药 时 也 觅 

二 说 :“ 这 此 了 吃 下 去 立刻 见效 ,但 胞 了 胎 友 落 之 时 . 即 葛 大 和 荆 着 议 与 本 吃 .以 

免 量 硼 咏 雷 之 砷 ,个 鳅 让 贿 二 止 , 才 和 琶 窗 缘 癸 ，“ 

[21 朝 铂 请 ,上线 乐 无 :8 当代 浙 北 允 村 的 社会 误 化 变迁 3 100 页 、 转 引 白 曹 树 基 与 

阵 意 新 : 有 马尔 萨 斯 理论 利 清 伐 以 米 的 中 同人 口 一 一 评 美 国学 坦 和 近 年 来 的 相 

六 出 守 守 了 待 列 3 

[3 说 如 查 锦 请 . 张 乐 五 指出 ,调查 的 站 果 囊 明 上 于 三 种 流产 方法 的 就 果 部 值得 

怀 有 旺 。 匈 前 引 此 锦 硝 , 缮 乐天 交 当 代 新 北 训 村 的 社会 京 化 诸 迁 #,，1090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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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 赫 十 调 "与 明 清 订 击 

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模 

“全 十 亩 "， 是 明 清江 南 人 对 当时 农民 耕种 旬 地 一 般 数 
展 的 一 个 大 概 佑 计 ,用 现代 语汇 来 说 ,就 是 他 们 对 其 时 农民 的 
普通 经 营 规模 的 .- 种 形象 化 的 措 述 。 

我 国 的 传统 农业 生产 ， 通 常 以 单个 的 小 农家 庭 为 经 营 单 
位 ， 一 个 农场 就 是 一 个 农民 家 应 所 耕 种 的 出 地 。 从 明 清 江南 
的 情况 米 看 ,一 个 普通 的 小 农家 庭 ,一 般 仅 包 括 一 对 天 妇 及 其 
未 成 年 的 基 女 和 表 失 了 劳动 能 力 的 父母 ， 总 人 口 约 在 五 口上 
下 { 即 所 谓 的 “天 口 之 家 ”) [41。 其 中 主要 的 农业 劳动 万 ,就 是 
这 个 家 庭 中 的 丈夫 和 妻 子 。 因 此 一 般 而 言 ， 一 个 农户 的 经 背 
规模 ( 即 一 个 家 庭 农场 的 规模 ), 也 主要 指 的 是 . -对 成 年 劳动 
廊 所 糙 种 的 田地 的 数量 。 

虽然 农民 的 经 营 规模 问题 是 农业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最 重要 
的 问题 之 一 ， 但 奇怪 的 是 . 在 过 去 关于 江南 农业 经 济 史 的 研 

[11 振 网 李 们 重 [Horhong Li :4Enriagbaray Popinprrieigt in To Ga 一 30. 

184 页 。 

241 过 

入 洛 嘲 喇 他 弄 疝 汪汪 这 昌 上 [ 本 十 次 > 



f (058 一 QZ1 1 用 六 责 知 阁 部 下 光 内 

究 中 , 尽管 许多 著作 都 涉及 这 个 问题 [0 , 但 是 喜 门 讨论 的 论 

著 却 不 和 多。 就 史籍 中 所 说 的 “人 耕 十 雷 " 而 言 ,不 少 学 者 相信 

这 是 明 铺 江南 农民 的 普通 经 苦 规 模 的 写照 , 但 是 他 们 大 多 只 

是 引 用 史籍 中 的 成 说 ， 而 未 对 此 说 可 靠 与 机 的 问题 进行 论 

证 。 晚 近 比 较 流 行 的 看 法 则 以 “大 地 比例 关系 殉 定 农业 经 营 

规模 ”作为 立论 基础 , 认为 大口 增 如 炽 , 耕地 增加 慢 , 人 均 拜 

地 溅 少 , 农 民 的 平均 经 营 规模 就 必 证 下 降 。 量 在 明 找 以 前 , 江 

南 就 也是 全 国人 站 最 稠密 的 地 区 。 自 明 末 以 来 , 自 至 太平 天 

国 前 如 ,江南 社会 长 期 安定 ,大 口 数 量 有 很 大 增加 ,而 耕地 数 

量 萌 儿 乎 没有 元 少 变化 。 央 此 许多 学 者 都 相信 : 至 少 是 从 明 

代 后 期 以 来 ,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模 就 : 直 在 缩减 .所 谓 " 人 人寿 

十 亩 "之 说 只 不 过 基 汪 汪 之 言 而 已 ,并 无 实际 意 交 。 此 说 确 有 

相当 的 道理 ， 然 而 迄今 为 止 ,我 们 也 尚未 见 到 持 此 上 匈 解 的 学 

者 对 明 清 江南 农民 经 营 规 模 问 题 做 出 专门 的 研究 。 因 此 , 尽 

管 上 述 丙 种 肴 法 出 人 籽 太 , 但 实际 上 仍然 还 都 上 共 是 未 经 证 实 

的 假设 而 已 。 

对 于 这 中 种 看 法 ,我 的 看 法 是 : 由 于 地 权 和 和 劳力、 财力 不 

均 , 即 合 是 在 同 -时 期 和 同一 地 区 ,各 个 农户 之 间 在 经 营 规 模 

| 也 会 有 颇 大 区 别 。 内 此 之 故 ， 在 史籍 中 关于 农民 经 营 规 模 

的 具体 记述 很 多 而 且 出 人 很 大 。 如 果 依 靠 这 类 记述 来 对 某 时 

某 地 农民 的 :- 般 经 营 规模 作 判 断 ， 结 论 自然 会 千 差 方 别 。 更 

何况 由 于 明 铺 江南 人 口 增加 颇 守 而 寿 地 总数 变化 很 小 ， 人 均 

耕地 确实 不 断 下 降 , 所 以 倘若 “人 寿 二 亩 ”之 说 成 立 于 明和 找 后 

期 . 就 肯 洁 不 能 成 立 于 消 代 中 期 ;反之 亦 然 。 四 此 , 仅 任 明 清 

江南 有 一 些 “ 人 耕 十 亩 ”的 说 法 就 断言 情况 如 此 , 确 是 难以 服 

1 姑 ,天 密 数 学 者 都 认为 或 傅 向 于 认 海 :稍稍 江南 农民 多 玉 才 槛 狭小 .有 的 学 

着 其 至 将 经 营 规 模 摧 小 本 当 明 请 江南 农业 停滞 的 主要 原 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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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的 - 然而 ,我 们 也 认为 :这 种 以 “大 耕 十 亩 为 标准 模式 的 家 

民 经 背 规 区 ,佳明 清江 南 是 确实 存在 的 。 否 则 ,此 说 频频 出 现 

末 这 个 上 时期， 又 应 作 何 解释 呢 ? 因此 ， 我 认为 首先 要 做 的 工 

作 ,是 对 明 清 江南 农民 的 经 曲 规 模 问题 进行 专门 的 读 论 , 员 沾 

征 济 统 地 断 百 "人 耕 十 调 " 之 说 是 对 还 是 错 - 

在 本 文中 ,所 依次 讨论 以 下 问题 : 首 抠 ,从 宏 狗 的 分 析 人 

玫 ,探讨 “大 糙 十 亩 "这 种 明 清 江南 农民 经 六 规 模 的 标准 模式 

足 否 可 能 存在 ;其 次 ,共生 产能 力 的 角度 ,来 分 析 决 定 这 种 经 

营 规 模 模式 的 主要 因素 到 底 足 什么 ;上 髓 次 ,因为 这 种 经 营 规模 

的 慰 淮 模式 的 出 现 与 壮 及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历史 变化 的 过 程 ， 

此 我 们 还 应 对 这 种 经 莒 规模 模式 的 分 布 作 -- 时 空 分 析 。 

一 “人 耕 十 亩 ”: 明 清江 南 农 民 家 庭 农 场 

的 善 般 经 营 规 模 

作为 一 :种 对 明 清 江南 家 上 氏 经 营 规模 的 标准 模式 的 形象 

化 描述 “和 人 耕 十 亩 "之 说 是 否 能 鳄 成 立 , 关键 不 在 于 从 史籍 

中 能 喜 找 到 多 少 条 支持 此 说 的 记载 【因为 在 史籍 中 同样 也 

可 以 找到 许多 否定 此 说 的 记载 )， 而 在 于 从 宕 观 的 角度 ， 分 

析 明 清江 南大 口 与 耕地 的 变化 ， 然 后 根据 人 口 与 耕地 的 比 

例 ,判断 这 种 经 昔 规 模 大 和 否 可 能 存在 。 这 种 宏观 分 析 所 得 出 

的 结果 只 会 是 一 个 平均 数 ， 而 且 肯 定 会 与 各 种 具体 情 襄 下 

的 农户 糙 田 数 有 所 出 人 ， 但 是 这 个 平均 数 会 为 我 们 提供 一 

个 判断 的 参照 系 。 很 明星 ,如 果 史 籍 中 的 有 关 说 法 与 此 平均 

数 册 和 人 过 妇 ,那么 也 很 难 相 信 这 些 说 法 能 铝 成 立 。 央 此 , 这 

个 分 析 对 才 我 们 正确 认识 明 清 江南 农民 的 经 车 规模 应 当量 

很 玉带 助 的 。 下面 , 我 们 就 对 即 清江 南 的 大 避 .耕地 及 农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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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的 人 均 耕 地 问题 作 一 扼要 分 析 , 得 出 结果 后 , 再 用 近代 的 

调查 结果 进行 著 证 - 

(一 ) 明 清江 南 的 农业 劳动 力 数 量 

按照 普通 的 和 看法， 人口 数 虹 是 决定 农民 经 营 规模 的 主 

要 因素 之 -。 但 严 生 地 说 , 这 种 说 法 并 不 正确 , 因为 真正 对 

去 民 经 营 规 模 起 作用 的 ,只 师 农 业 劳 动力 的 数量 。 因此 入 日 

与 经 营 规 模 之 间 的 关系 问题 ， 实 际 上 只 是 往 太 农业 劳动力 

的 问题 。 

白明 代 后 期 以 来 ,江南 大 口 确 有 相当 的 增长 ,但 要 指出 的 

是 : 首先 , 这 个 增长 的 幅度 并 不 像 许 雪 学 者 所 想像 的 那么 大 ; 

其 次 ,由 于 江南 城镇 人 日 并 芭比 农村 快 ,因此 农村 人 口 增长 速 

度 低 上 总 的 大 口 增长 速度 ;再 次 ,由 于 农村 妇女 有 虽 冀 脱离 大 田 

农 作 而 转向 手下 业 ， 所 以 农业 中 劳动 力 的 增长 慢 于 家 村 人 口 

的 增长 。 总 而 言 之 , 相对 于 明 清 中 国人 品 的 变化 而 言 , 这 一 时 

期 江南 表 炎 劳动 力 的 增长 巧 相当 缓慢 的 。 下 面 ,我 们 对 上 述 情 

总 进行 讨论 。 

1. 甘于 明 铺 江南 人 口 变化 的 问题 ， 我 已 有 专文 讨论 1 。 

在 该 文中 ， 我 指出 : 在 明代 江南 人 口 最 移 的 时 期 【1620 年 前 

后 } ,这 一 地 区 巷 人 口 大 约 为 2000 万 左右 -由 于 有 效 的 人 听 控 

制 ， 人口 年 殉 成 长 率 仅 在 3%e 左 右 , 所 以 到 了 太平 天 国 战争 前 

名 的 1850 年 ,江南 人 口才 达到 3600 万 上 下 。 因 此 , 较 之 同时 

期 或 近代 中 国 总 大 口 的 增长 情况 而 言 ,江南 并 未 出 现 * 人 口 暴 

增 ” 或 ”人口 爆炸 ”。 

1 李 伯 重 : 习 控制 境 长 ,以 保 高 衬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上 大口 行 尖 直下 Hozhbong 

:riragiaarad 盏 meiopmtemi Et amerrm ，1620 一 下. 1 盖 好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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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丛 所 周知 ,在 明 铺 时 期 ,江南 的 城市 化 有 重大 进展 。 相 

令 人 遗 情 的 是 有 闫 人 人口 城市 化 酌 数 量 资料 却 很 匮乏 ， 因 此 适 

今 为 止 ， 学 者 们 只 能 根据 不 同 的 资料 和 分 析 方 法 作出 一 些 大 

致 的 估计 ，、 其 中 , 饶 济 及 (Gilbhert Rozman) 估计 清 初 江苏 焉 镇 人 

门 药 占 总 人 口 的 7 了 7 芝 呈 , 施 芭 雅 (4G.William Skinner) 估 计 1843 年 

“长 江 和 下 游 经 济 巨 区 "中 330 个 中心 地” (central plasc) 的 大 口上 

总 人 口 的 比重 约 为 了 7.4 台 [2。 伍 刘 石 这 和 间 到 淤 都 指出 这 些 估 

计 过 爸 呈 , 而 且 密 氏 所 说 的 江苏 与 龙 氏 所 说 的 “长 江 下 游 经 

济 巨 有 区 ”的 地 域 范 围 , 都 远大 于 本 文 所 说 的 江南 ; 那 两 个 地 

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， 也 无 疑 比 江南 要 低 得 多。 因此 他 们 的 拓 

数 , 对 上 江南 来 说 ,肯定 都 太 过 偏 低 。 徐 新 吾 估 计 1860 年 松 

江 府 " 非 家 人 口 ?在 总 人 嘻 中 所 占 比 重 约 为 15 况 141。 但 是 我 

们 知道 ， 当 时 江南 正 处 于 太平 天 国 战争 后 期 ， 大 口 损失 极 

大 ， 城 镇 人 局 万 然 。 另 外 , 在 19 捧 纪 后 期 近代 上 海 兴 起 淹 

前 ,松江 府 没 有 像 苏 . 杭 、 末 这 样 的 大 焉 市 ,其 焉 市 化 水 平 在 

江南 从 府中 只 能 算是 一 般 -. 因 此 在 战 前 繁 琵 的 1850 年 ,江南 

城镇 大 口 所 占 的 比重 肯定 要 比 1860 年 松江 " 非 农 人 妃 "所 占 

的 比重 更 高 。 然 而 , 正 因为 松江 府 没 有 大 城市 ,所 以 对 于 江 

南 的 大 多 数 府 来 说 ,松江 珍 的 城市 化 水 平 , 可 能 比 有 大 城市 

的 苏 . 杭 . 末 三 府 的 情况 葛 具 代表 性 .如 果 我 们 从 佐 佑 计 , 斌 

为 185 和 年 除去 苏 、. 杭 、. 宁 三 大 城市 外 的 整个 江南 地 区 的 城镇 

人 入口 所 占 比 重 与 1860 午 松 江 府 的 水 平 (15 和 多 ) 相当 , 然后 再 

加 上 三 大 城市 的 人 口 《 约 占 江 南 总 人 局 的 5 各) ,那么 江南 城 

[1] Gilbert Raozman ;天 P 四 四 本 和 辣 eHGr 了 和 和 PE 让 RE 人 ni pin LIE.273 页， 

[2] 让 寓 iliarm Skinnec: 有 cgional Urbanjzation in 阿 imeteenth ecamlury 记 tina ， 

[3] 刘 台 十 :tk 明 请 时 代 江 南 地 区 申 情 之 数量 分 析 }?; 刘 棱 六 :《 明 清 民 江上 计 地 区 

者 市 化 之 发 展 与 关口 特 征 ?。 

14] 徐 痢 再 区 江南 十 布 中 3?,211.242 页 - 

四 本 和 也 加 -和 全 加 本 ra 

间 诸 旺 沸 村 弄 冰 型 妆 台 司 JT[ 下 十 村 >] 院 dr 本 时 古 轩 本 时 本 | 证 二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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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人 口 的 比重 应 当 在 20 允 左右 。 这 个 居 数 ,我 们 认为 应 当 是 

可 以 接受 的 LI01。 明 代 后 期 的 城市 化 水 平 ， 未 见 有 人 作出 个 

计 . 李 中 清 根据 施 坚 雅 和 刘 孚 次 的 有 关 研 究 ,估计 1700 年 全 

中 国 的 城镇 人 口 在 总 大 口中 所 占 的 比重 为 5 名 一 10 禹 ， 而 江 

南 的 比重 二 科 于 此 (21。 他 们 所 说 的 “江南 ”, 地 域 范围 都 大 于 

本 文中 的 江南 ， 城 市 化 的 水 平 肯 定 也 较 本 文中 的 江南 为 低 . 

不 过 , 鉴于 没有 数字 下 资 校正, 所 以 我 们 仍然 采用 可 中 清 的 佑 

计 - 了 最 其 中 数 ,全国 的 平均 数 约 为 7 了 .5 和 ,而 江南 的 相应 比重 约 

为 15 驹 。 据 此 ,我 们 可 知 1620 年 和 1850 年 江南 的 农村 人 口 所 

占 的 比重 分 别 大 约 为 同名 和 各 铝 , 即 1700 万 和 2900 万 13] 。 

3. 农村 人 口 并 不 是 全 部 都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。 虽然 史料 中 没 

有 这 方面 的 统计 数字 ,但 是 从 明 清 时 期 的 一 些 记载 来 看 ,江南 

农村 不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的 大 口 的 比重 相当 大 。 例 如 嘉靖 后 期 条 

良 徐 说: 自 四 五 十 年 来 ,赋税 日 增 , 入 役 日 重 , 民 傅 不 堪 , 遵 皆 

迁 业 。 蔡 日 乡 官 家 人 亦 不 甚 老 , 今 去 农 而 汶 乡 官 家 人 者 ,已 十 

倍 于 前 余 ; 昔日 官府 之 人 有 限 , 今 去 农 而 盏 食 和 于 官府 者 , 已 五 

人 悦 于 前 侨 ; 昔日 束 末 之 人 尚 少 , 今 去 农 而 改 炎 为 工商 者 , 三 们 

于 前 侨 ;昔日 原 无 游 手 之 人 , 今 去 农 而 认 手 盐 食 者 , 双 十 之 二 

三 颈 ; 大 抵 以 十 分 百姓 言 之 , 巨 六 七 分 去 农 。 "04 康 趴 时 靳 辅 

也 说 务农 者 仅 占 百姓 的 二 分 之 五 0151。 道 苑 时 林则徐 明确 指 

出 :在 江南 东部  " 男 妇 切 织 为 生 者 十 居 五 六 [9。 同 时 代 的 洒 

[可 刘 捷 吉 所 作 的 侦 玫 也 是 2 号 【网 刘 石 吉 :《 明 清 时 伐 江南 地 区 市 镇 之 交 量 分 

析 》) 。 

[2] 李 中 清 : 中 国 历史 上 大 晤 制度 :请 代 人 人 口 行为 及 其 乔 是 3》。 

13] 有 美 此 问题 的 详细 过 记 , 见 李 介 重 :4grmieakargy Demeiapment n Jangnan， 7116 

J8350.20 22 此 。 

[41 和 柯 良 忆 : 区 四 点 着 从 说 ?车 寺 三 史 九 。 

[5] 新 辅 :( 生 财 党 铺 第 . - 栈 扩 站 于 《t 虹 胃 经 世 立 丘 3? 荐 二 十 六 1 

[6] 林 则 和 窜 交 上 友 仓 等 州 卫 种 续 被 鞭 收 请 细 新 财 折 计 收 于 《 林 文 忠 台 政 书 扩 江 蕉 赛 

稿 " 获 二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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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 南 浔 镇 , 据 温 丰 所 说 ,农大 篇 经 二 之 六 。 亲 使 家 家 置 纺 车 ， 

无 复 有 心 种 茂 蓝 "[0U。 这 些 情 计 可 能 育 所 夸大 ,但 是 明代 后 期 

以 来 江南 农村 非 农大 口 所 占 的 比重 相当 大 商 且 不 断 增 加 ， 则 

是 可 以 肯定 的 。 据 1930 年代 的 调查 , 江南 农村 中 不 从 事 农 业 

的 家 庭 约 折 总 户 数 的 10% [9 。 而 在 1940 年 代 初 ， 据 满 铁 调 

查 , 江苏 南部 农村 无 地 可 耕 的 居民 也 占 网 样 的 比例 :3 。 由 于 

此 时 江南 农村 手工 业已 衰落 ， 所 以 这 个 数字 肯定 大 大 人 于 明 

代 后 期 和 请 代 中 期 的 相应 比重 。 这 里 , 我们 仍然 沿用 1930 年 

代 和 1940 年 代 的 比例 , 假定 明 清 江南 农村 不 从事 农业 的 家 庭 

占 农 村 总 户 数 的 10 和， 应 当 说 是 一 个 很 保守 的 估计 。 括 此 ， 

1620 年 前 后 江南 从 事 农 业 的 农村 家 庭 ( 即 农户 ) 数量 , 大 约 为 

310 万 户 , 而 1850 年 由 为 530 万 户 。 册 每 户 有 两 个 成 年 劳动 力 

( 即 农夫 与 农妇 ) 计 , 1620 年 共有 劳力 620 万 人 , 1850 年 则 有 

1060 万 人 [141。 

(二 ) 明 清江 南 的 耕地 数量 

江南 耕地 的 变 尼 ， 包 括 数量 和 质量 两 个 方面 的 变化 。 关 

于 这 些 变化 , 我 已 作 进 讨论 (1。 这 里 集中 分 析 数 量 方面 的 一 

些 问题 。 

在 1950 年 代 以 前 江南 所 有 的 耕地 数字 中 , 以 洪武 二 十 六 

年 和 万 惫 轧 年 两 次 调查 所 得 的 数字 最 为 可 靠 。 但 是 这 两 个 数 

字 相 比 ,前 者 却 又 比 后 者 高 不 少 。 那么 ,到 底 哪 一 个 更 为 可 靠 

Li 强直 : 南 租 冀 市 行 3( 收 于 咸丰 《 南 得 镇 老 }? 状 三 十 一 ) 

[2] 率 伯 重 :driengiural Deeelaopmemr 证 mgnam，J520 一 49 和，23 具 。 

[3] 曹 幸 本 六 旧 中 国 苏 南 家 尊 农 场 的 规模 效应 研 守 站。 

[4| 见 牵 伯 重 : 4rieuiarel Petelopmenru im Tiangnan， 1620 一 1 和 0 20- 一 22 页 ， 县 同 

氏 : 江 南 的 早期 工业 化 ,1550 一 1850，4193 页 。 

[5]1 李 怕 重 :4 天 "地 "人 "的 变化 与 明 清 江南 的 水 舟 生 产 +: 

= 

立 洗 于 荫 代 瑞 避 汉 和 交 本 灿 [ 双 十 涩 >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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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Sz1 1 和 弹 荫 可 上 部 还 洋红 

呢 ? 很 明 品 ,要 判断 哪 一 个 数 定 更 为 蕉 博 ,首先 应 了 解 造成 两 

个 数字 之 同 差别 的 主要 原因 到 底 何在 .我 认为 这 个 蛛 因 主要 

在 于 这 两 次 调查 对 “ 耕 "所定 的 标准 不 同 , 而 间 潮 查 小 身 和 的 

问题 所 致 : 

恢 照 演 点 并 俊 的 看 外， 明代 江南 的 土地 开发 ， 大 致 可 以 

分 为 两 个 阶段 : 在 15 世 纪 中 期 以 前 , 是 “外 延 式 开 发 ”, 即 以 

扩 太 农田 面积 为 主要 目的 计 发 ;而 在 此 以 后 , 直至 肯 末 , 则 为 

“内 洱 式 开发 ”， 重 点 是 改良 农田 卓 质 ， 提 高 耕地 的 利用 

率 1。 在 前 一 阶段 ,十 要 采用 "生男 《或 “ 赎 田 ”的 手段 ,将 大 

片 低 尘土 地 用 霸 尾 疾 围 起 来 ,建成 农田 . 周 民 浇 地 .只 有 达到 

一 定 的 规模 ， 方 可 字 受 规模 获 荔 ,因此 明 急 圩 加 范 围 其 

大 ， 例 如 宣德 时 的 苏州 府 ,一 圩 “多 则 六 七 千 调 , 少 则 三 四 二 

“lz21。 在 这 种 大 圩 之 内 ,人 包 依 着 洒 少 荒地 , 沼 译 . 池 娘 。 但 因 

为 亲 直 (特别 蜂 图 大 胡 本人) 候 定 万 有 末 拉 地 .将 来 部 全 被 开 

晨 为 用 的 缘故 ,在 作 田 击 统 计时 ,整个 圩 通 被 视 为 耕地 ,因此 

使 得 出 调 统 计数 高 上 实 有 糙 地 数 。 到 了 后 一 航 段 ,土地 开发 

的 主要 目标 荐 农田 改良 , 所 用 的 主要 方法 是 "分 圩 ”即将 天 

圩 分 为 小 证 ) ,中 实行 “二 四 化 " ,改造 低 球 糙 地 ， 站 “ 分 证 的 

过 程 中 ,虽然 因为 财 筑 主 妾 和 开 控 沟渠 后 用 了 - 些 寿 地 ， 但 

后 时 也 因为 消除 大 圩 的 “内 部 边疆 ”(intemal frontier， 即 将 原 

来 大 圩 内 存在 的 一 些 芒 地 和 和 虱 译 改造 为 田 })， 艾 增加 了 相当 

数量 的 耕地 .两 相 比 较 ,就 实际 耕地 数量 而 言 ,万 厉 时 可 能 比 

洪武 时 有 所 增加 。 但 是 ,与 洪武 调查 不 同 , 打 历 调查 的 目的 是 

为 了 鳄 田赋 负 折 更 为 符合 实际 情况 , 所 以 到 量 出 来 的 是 实际 

的 耕地 数字 。 因 上 此, 尽管 万 历时 的 实际 耕地 数字 可 能 出 洪武 

时 增加 了 ,但 统计 数字 却 有 下 降 , 这 是 可 以 理解 的 。 又 ,江南 

J1] 六 岛 部 过 区 十 地 开发 与 客商 和 活动 -一 明代 中 期 关 . 南 地 主 之 投 歼 活动 9。 

[2 误 钊 志明 现 太 守 消 苏 政 策 全 书 3 郑 凡人 几 向 田 圩 故 入 调 汶 利 于 3 

各 48 



土地 的 "外 年 式 开 发 "在 万 历 之 前 已 结 桌 ,所 以 所 内 清二 之 后 ， 

耕地 实际 数字 级 有 变化 ,其 幅度 也 不 会 很 大 。 正 内 如 此 . 洲 代 

证 南 官 方 耕地 数字 也 基本 上 是 藻 用 万 历数 字 。 出 于 上 述 理 

由 ,我 们 也 和 柔 用 万 历 刀 年 前 后 的 统计 数字 , 作 方 整个 明 清 时 期 

的 耕地 数 。 据 万 历 & 大 明 会 典 ? 眷 十 五 中 苏 、 径 . 常 .镇 . 宁 五 府 

和 和 康 虹 《 亲 汇通 志 少 卷 干 七 中 杭 .上 嵌 . 潮 三 府 的 万 历 清 丈 数 字 ， 

江南 农田 总 数 大 约 为 4500 万 雷 - 本 文中 即将 此 数 首 为 阴 清 江 

上 曙 的 耕地 总 数 . 

(三 )》 明 清江 南 农民 家 庭 农 扬 的 平均 规模 

根据 以 于 夫 口 与 耕地 数字 ， 我 们 即 可 求 得 明 清 冰 代 人 

口 最 高 多时 期 的 农户 平均 耕地 数 : 在 1620 年 前 后 天 的 是 每 

户 《 印 -个 家 许 农 场 ) 平 均 有 耕地 14.5 调 ,而 1850 年 时 则 是 

每 户 约 耕 8.5 亩 。 以 “ 户 耕 十 诗 " 为 标准 来 看 ,前 者 比 这 个 标 

准 寺 出 4 多, 而 后 者 则 侈 只 少 了 15 向 。 换 言 之 .后 者 与 此 标 

准确 实 颇 为 接近 。 央 此 ， 就 清 代 中 期 的 情况 而 言 ,“ 户 耕 十 

亩 ”之 涪 是 可 以 大 致 碟 立 的 。 而 在 清 代 前 期 , 由 于 农户 数 比 

1850 年 数 少 很 条， 户 均 耕地 更 接站 于 10 让， 因此 此 说 之 能 

成 立 , 更 无 疑问 。 然 而 ,从 明 末 情 次 来 看 , 由 本 户 负 耕地 数 

《14.5 亩 ) 与 10 亩 的 差距 颇 大 , 此 说 较 难 成 立 。 至 于 在 明代 

前 中 期 ,由 于 农 广 数 明显 少 于 1l620 年 数 , 户 均 耕 地 数 当 然 更 

应 当 大 大 超过 10 亩 的 标准 。 哩 然 上 大口 与 寿 垢 数字 失实 ， 难 

以 深究 明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农民 妹 营 规模 究竟 有 驳 大 ， 但 从 

一 些 零 星 的 数量 记载 来 看 ,显然 普 所 大 大 起 过 10 亩 品 1。 如 

站] 据 梁 方 促 区 中 国 二 代 大 日. 田地. 田 眠 统计 3》,434 页 附 考 3 中 的 石 关 想 宁 较 计 . 例 

如 ， 如 果 按 洪 址 二 十 拓 年 户 笋 与 田地 缆 ， 苗 州 府 户 迪 耕地 为 20 南 ， 常州 府 汶 

sz2 亩 ;而 按 万 历 六 年 户 数 与 二 地 莎 , 则 苏州 府 己 雪 耕 地 济 15, 亲 州 调 为 35 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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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除 去 各 种 非 农业 人 大口， 那么 一 个 农户 平均 寿 地 数 还 应 更 

和 多。 四 此 在 江南 ,“ 人 人寿 十 亩 ”之 说 不 适用 于 明代 大 部 分 时 

间 , 是 显而易见 的 。 事 实 上 , 此 说 只 是 到 了 明 未 才 开 始 出 现 

于 个 别 地 区 ,而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已 普 志 于 各 她 - 这 -… 厂 ,与 我 

们 上 面 对 农 民 户 均 耕 田 数 所 作 宏 观 分 析 得 到 的 结 索 是 棚 互 

响 合 的 。 

(四 ) 近 代 江 南 农民 家 隆 农 场 的 平均 规模 

从 大 地 比例 (严格 地 说 ,是 农业 劳动 力 与 耕 她 的 比例 ) 来 

看 , 在 铺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 “人 耕 十 亩 "的 经 营 规 模 的 普遍 存 

在 ,时 完全 可 能 的 。 但 是 由 于 缺乏 实际 调查 资料 , 尚 难 确 知 这 

种 经 营 规 模 是 哲 真 的 存在 。 因 此 ,我们 不 得 不 借助 于 近 伐 的 

调查 来 进行 推 新 。. 然 而 ,在 运用 近代 调查 资料 时 ,首先 应 关注 

意 到 :由 于 江南 在 太平 天 国 战 争 期 间 遵 及 了 巨大 的 社会 经 济 

厂 坏 和 大 口 损 失 , 许多 情况 发 生 了 很 太 变 长, 因此 近代 十 查 

反映 出 的 情况 ,与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情 部 肯定 有 所 不 同 。 但 是 ,有 从 

另 --- 方 面 来 说 , 由 于 近代 调查 所 涉及 的 时 间 去 清 犹 未 远 , 同 

时 较 之 清 代 中 期 , 近 找 江南 农业 和 家 村 的 基 术 情况 并 未 发 生 

根本 性 的 变化 ， 因 此 从 近代 调查 中 仍然 可 以 春 到 过 去 的 轮 

廊 。 而 近代 调查 所 反 映 出 来 的 情况 ,又 恰恰 证 明了 “人 糙 十 

言 " 之 说 ,确实 是 成 立 的 。 

1. 据 有 江苏 省 农业 调查 录 》(99 一 104 页 ) 中 的 有 关 数 字 

计算 (将 各 乡 数字 作 算 术 平 均 ),1920 年 代 初 ,在 原 松 江 府 , 太 

仓 州 属 各 县 及 原 苏州 府 属 嘉定 县 农村 ,不 同 经 营 规 模 的 农户 

{ 耕 户 ) 的 百分比 分 别 为 (天 1): 

由 于 不 知道 每 个 寿 户 内 有 劳力 几 个 .是 否 用 牛 等 ,所 以 对 

于 在 杰 文 讨论 中 被 当 作 标准 的 那 种 小 农户 〈 即 户 内 人 忆 有 成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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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女 劳 力 各 一 大 、 不 用 牛 耕 的 农户 ) 的 经 营 规模 到 底 有 几 大 ， 

难以 作 进 一 步 了 解 。 但 是 ,从 上 面 的 数字 也 可 以 看 到 ,尽管 各 

地 的 差别 颇 大 : 伍 是 友 体 而 言 ,农户 的 纾 营 规模 ,仍然 以 10 亩 

上 下 !5 一 15 调 ) 者 为 最 多 。 

2. 据 上 上 凯 (Buck) 调 查 ,1920 年 代 末 江宁 县 和 武进 县 家 

庭 表 场 的 平均 经营 规模 为 ( 表 2)010 : 

表 2 

江宁 ! 本 尘 桥 ) 

这 里 的 户 均 耕 田 数 都 大 大 超过 了 10 言 ， 但 是 如 果 按 照 每 

个 标准 成 年 田 劳 动力 (工人 等 数 ) 来 计 , 上 述 数 字 却 变 为 ( 表 3): 

表 3 

地 点 江宁 1 淳 此 镇 江宁 ! 二 羊 桥 ) 武进 

种 可 和 
一 一 

[1 John Fosaing 于 Uek : 亡 Amerr Fr 后 poor ,443 一 447 页 , 表 15 一 j7。 

3 

可 二 

1 二 

251 圭 

蘑 沙 于 和 聊 有 酒 身 弄 门 入 号 JJ[ 对 十 潮 1 



10591 一 0srT 有 于 辫 可 站 蜗 灌 汇 

此 外 , 在 以 上 三 地 帘 调 查 农村 四, 农户 均 使 用 耕 牛 【每 

个 宏 场 平均 拥有 耕 牛 数 如 下 :江宁 沪 化 镇 一 一 1.01 头 , 江宁 

志平 锋 一 一 0.48 头 ,， 臣 进 一 0.92 头 )。 如 时 每 个 农场 主 均 

拥有 的 劳动 万 和 类 和 牛 的 数量 不 是 这 人 么 和 多， 农场 的 规模 也 决 

不 会 如 此 之 大。 例如 ,按照 江宁 友 半 酉 的 例子 , 如果 每 户 只 

有 1 个 成 年 男 劳力 而 较 少 使 用 耕 牛 ， 其 耕种 田地 的 数量 就 

只 有 IO0 订 上 下 。 

3. 黄炎培 1932 年 在 川 镍 县 农村 进行 的 调查 表明 : 当时 

该 地 水 称 生 产 情 癌 几 乎 如 请 代 之 旧 ， 稻 田亩 产量 也 差 不 

多 。 关 于 农户 的 经 营 规 模 . 黄 氏 指 出 :“ 式 概 夫妇 二 人 ,两 三 

个 有 红 童 帮助 ,三 种 十 田 ,但 表 忙 时 仍 有 宁 二 。 ”01 

4. 据 原 浙江 天 学 农学 院 人 杭 战 前 在 嘉兴 地 区 所 必 的 调 

查 ,一 般 农 瞩 ( 小 经 营 ) 平 网 才 户 种 田 11.27 南 。 与 此 同时 ,在 

小 经 营 中 ,有 牛 户 仅 为 0.2 听 121。 

5. 据 中 国 农 村 经 济 研 究 会 抗战 前 在 无 锡 所 作 的 调查 ， 

贫农 每 户 平 均 种 田 8.17 亩 ,中 农 9.05 亩 [31。 

- : 些 村 级 调查 也 证 实 了 这 - :点 。 例 如 ， 根 据 费 孝 通 1935 

年 对 吴江 县 开 藤 弓 村 种 称 农 户 生 产能 力 所 作 的 调查 ， 一 个 音 

通 农 卢 大 约 种 稻 ?了 亩 ,而 该 村 妇 妇 都 不 参加 大 届 农 作 04 。 

由 了 以 上 调查 资料 观 之 ,尽管 存在 着 时 间 和 她 点 的 善 剔 ， 

但 在 抗战 以 前 的 江南 ， 大 恒 而 言 ， 一 个 无 咎 农户 通常 种 称 

I0 亩 上 下 【换言之 , 一 个 农户 的 经 营 规 模 近 乎 10 雷 )。 尽 管 

当铺 代 前 中 期 相 比 ，1920 年 代 和 1930 年 代 江 南 的 人 地 比例 

LI 民国 & 川 钟 县 鼎 # 具 五 查 业 。 

[21 引 白 薛 暮 桥 过 旧 中 国 的 安村 至 放 j 43 一 科 页 。 

[al 园 王 。 

141 Hesiacturng ke: Peerang FiP 训 让 Ra 站 nry 瑟 形 商 胡 F rapugHze 

Ray 162 一 165 页 ,17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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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其 他 一 些 条 件 已 发 后 了 很 大 变化 , 但 “人 耕 十 ” 的 经 和 营 

规模 在 江南 仍然 很 普遍 。 这 从 -- 个 方面 也 证 明了 在 请 代 前 

中 期 的 江南 ,“ 人 耕 十 雷 " 这 种 经 营 规 模 的 普 裔 存在 , 是 和 分 

可 能 的 . 

一 “人 赫 十 亩 ”: 为 什么 能 够 出 现 并 普及 ? 

“人 赫 二 亩 ”这 一 经 营 规模 之 所 以 能 够 出 现 并 普及 ,其 有 

多 方面 的 原因 。 人 地 比例 是 这 些 原 因 之 一 , 但 不 是 惟一 原因 ， 

甚至 不 一 定 是 最 主要 的 原因 。 如 果 简 单 地 把 人 地 比 鲍 当 作 首 

要 的 原因 , 我 们 就 很 难 解释 以 下 情况 : 太平 天 国 战 菠 以后, 江 

南 人 号 减少 近 半 ,人 地 比例 发 生 了 重大 变化 ,但 是 ”人 赫 十 韦 - 

的 略 局 仍然 保持 了 下 来 ， 依然 是 江南 农 氏 经 营 规 模 的 标准 模 

式 。 因 此 ,我 们 应 兰 摆 脱 这 种 多 单 化 的 狭 隐 观点 ,从 更 广泛 的 

方面 去 分 析 原 因 。 

(一 ) 农 户 的 耕作 能 力 的 变化 

决定 农户 缀 营 规 模 的 一 个 主要 原因 ， 是 农户 有 的 耕作 能 

方 。 各 种 特定 的 生产 方式 ， 都 要 求 可 应 的 经 营 规 模 。 反 过 来 

说, 其 一 特定 的 经 音 规 模 , 也 是 由 农民 在 某 一 耕作 方式 下 的 生 

产能 力 所 决 定 的 。 

尽管 经 济 作 物 的 种 植 在 明 清江 南 有 很 大 发 展 ， 侦 毫 无 疑 

癌 ,一 直到 清 代 中 叶 ,水稻 生产 依然 是 江南 农业 中 最 重要 的 生 

产 部 门 。 就 江南 整个 地 区 而 言 ， 无 论 从 种 植 面 积 还 是 从 事 该 

项 生产 的 农户 的 丈量 来 看 ,水 稳 对 其 他 作物 都 具有 压倒 性 的 

优势 。 国 此 ,江南 农民 的 平均 经 营 规 模 , 很 大 程度 上 是 由 种 稻 

加 二 -中 二 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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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户 的 经 营 规模 所 决定 的 ， 而 种 稻 宏 户 的 经 背 规 模 则 又 取决 
于 稻 农 的 耕作 能 力 。 

明代 前 中 期 江南 平原 大 部 分 地 区 仍 实 行 水 稍 -年 一 作 
制 1 在 这 种 榜 作 制度 下 ,-- 个 无 牛 农户 可 种 狠 25 南 上 下 。 
因此 耕 田 20 亩 以 上 ,是 符合 当时 农民 生产 能 力 的 [21。 也 正 因 
如 此 ,明代 前 中 期 江南 盛行 的 大 经 营 中 ,一 个 劳动 力 (从 什 或 
许 工 ) 的 平均 耕种 面积 有 多 达 数 十 雷 的 (41。 而 -个 农户 耕 田 
25 证 上 下 ,也 在 一 些 地 方 成 为 普遍 捕 况 (4)， 

自明 代 中 期 以 来 ,水稻 与 者 寿 轮 作 的 “新 … 年 二 作 制 " 
逐渐 推广 (51， 但 是 直到 清 代 中 期 才 在 江南 全 面 握 及 ij。 在 
这 种 耕作 制度 上 下， 一 个 成 年 男 劳力 只 能 耕种 10 直 上 下 [1。 
如 果 超 过 了 10 亩 ,农民 就 无 力 灰 种 ， 在 通常 的 情况 下 ,就 
只 和 好 将 超出 的 部 分 出 租 。 因 此 ， 农 户 耕 作 能 力 的 上 限 ， 决 定 
了 其 既 营 规模 的 上 限 - 10 亩 水 田 。 这 一 点 ， 早 在 清 初 ， 
张 履 祥 就 已 明确 地 指出 了 。 他 说 ，“ 吾 里 田地 ， 上 农夫 一 人 
小 能 治 田 十 亩 。 故 困 多 者 ， 辑 个 人 耕 植 而 收 其 租 。”19 两 
个 世纪 之 后 ， 陶 隐 又 说 “ 吴 中 之 田 ，…… 上 农 不 过 任 十 
亩 ” ;在 计算 种田 成 本 与 收 人 时 ， 他 更 进 -…- 步 指出 : “ 试 以 
钵 人 耕 者 推 之 ， 人 耕 十 调 〈 原 注 : 代 农 而 一 家 力作 ， 夫 耕 妇 
履 ， 视 作 耕 者 为 胜 ， 或 可 请 十 南 以 外 。 然 如 是 以 佣 于 人 ， 则 

[1 地 倍 重 ,入 天 "地 "人 "的 变化 与 蚌 清 让 南 的 本 稻 生 产 }。 

[3| 幸 伯 重 必 明 河 江南 种 稻 农 户 生 产能 发 初 探 $》。 

[3 币 旭 明代 前 期 只 江 且 去 地 主干 天 柏 ,，“ 龙 普 治 生动 十 朱 村 , 攻 种 厘 效 ，…… 田 且 

数 二 项 , 估 和 什 干 指 "。 见 赵 宽 : 半 江 赵 文 失 ?各 刀 kt 乐 普 堂 记 加 

fr41 和 何 良 猴 灾 四 友 裔 抽 说 ? 玲 坏 四 员 扩 。 

15| “新 一 年 二 作 制 " 系 北 田 英 人 语 。 磺 北 田 黄 人 区 灾 元 明 清 中 国 江 南 三 前 洲 履 准 

号 造化 土 直 村 手工 业 人 了 间 训 古人 歼 展 研 究 }》. 第 2 章 -。 

[6] 李 售 重 : 巡 天 ”地 ”大 "的 变 作 与 明 清 江南 的 水 帮 生 产 4。 

f31 幸 伯 重 必 胃 清 洒 南 种 稻 农 户 生 产能 方 初 摊 y， 

81 张 腿 样 .二 补 赤 书 因 总 论 "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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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 必 增 蔓 其 傅 值 。 故 不 以 必 耕 者 与 徊 农 比 例 ， 无 由 得 其 摄 

也 ) ”3 两 奶 文 字 合 观 ， 可 知 不 论 上 农 还 是 屡 农 【长 

工 ) ， 一 大 最 大 糙 作 能 力 不 赵 过 10 亩 。 人 家 一 户 或 可 超过 

I0 再 ,但 如 超过 ， 就 要 雇工 帮助 。 因此 就 一 个 农户 而 言 ， 

其 经 彰 规 模 的 上 限 仍 然 只 是 10 亩 。 

应 当 强 调 的 是 , 上 引 张 祥 与 隐 腹 的 话 , 都 是 在 十 分 特 

殊 的 时 代 育 景 下 说 的 .《 补 农 书 》 成 书 于 顺治 后 期 ,其 时 承 明 

清 之 际 严 重 天 灾 人 祸 之 后 ， 人 大 均 耕地 肯定 比 明 代 后 期 形 平 

繁荣 之 日 要 多 。4 租 核 上 则 成 书 于 同治 .光绪 之 际 , 更 是 江南 

大 口 经 空前 减员 之 后 。 在 这 上 酚 个 太 乱 甫 定 ， 人 1 呈 1 锐 碱 的 时 

期 ,农户 本 有 可 能 扩大 种 田 而 积 , 俱 其 所 能 和 有 田 仍 未 趟 过 10 

亩 , 才 则 只 能 出 租 或 雇工 帮 种 。 可 和 匈 大 体 而 言 , 出 昌 末 至 清 

后 期 ,江南 农户 一 卢 能 种 田 十 斋 的 格局 , 并 未 随 人 口 的 起 落 

而 发 生 很 大 的 改变 。 甚 原因 则 正如 张 . 陶 二 人 所 言 , 在 于 农 

民 的 耕作 能 力 如 此 。 

(二 ) 农 户 中 从 事 农业 生产 的 劳动 力 数量 的 变化 

队 了 耕作 方式 外 ， 农 户 中 有 从事 农 业 生 产 的 劳动 力 数 量 的 

变化 ， 也 对 经 音 规 模具 有 重大 影响 。 在 这 星 ， 我 们 要 强调 的 

是 农家 妇女 劳动 的 变化 ， 对 “人 耕 干 亩 ”这 -一 经 营 规模 形成 

的 影响 。 

很 明显 ， 一 个 壮 通 农户 中 的 成 年 劳力 通常 为 农夫 和 农妇 

二 人 :, 国 此 农妇 劳动 是 否 投 信 农业 或 投 大 多 少 ,都 是 诬 定 农户 

经 若 规 模 大 小 的 主要 因素 之 一 。 一 般 说 来 ,农夫 的 工作 ,只 有 

在 农妇 帮助 ， 才 能 顺利 完成 。 这 从 长 工 劳动 的 情况 亦 可 见 

{11 陶 踢 坟 租 核 扩 推 上 其” “ 量 出 人 。 

一 二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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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。 出 于 长工 通常 只 是 单身 出 鹿 ， 因 此 其 劳动 也 没有 旧 己 家 

属 的 帮助 。 因 此 地 主 雇 长 工种 田 ,在 某 些 生 产 环节 .上 (如 捅 秧 

最 紧张 时 ) ,常常 要 另 雇 短工 或 忙 工 帮助 工作 111。 从 某 种 意 交 

上 来 说 , 这 些 短工 5 或 忙 工 ) 起 到 了 农妇 通 各 所 起 的 作用 。 上 毕 

外 ,. 长 上 在 生活 上 可 以 获得 东 察 提供 的 各 种 服务 !21， 方 得 专 

力 于 农 作 11。 而 在 善 通 农家 ,这 些 也 是 宏 妇 的 上 作 。. 因 此 从 丘 

格 意义 上 来 说 , 在 一 年 二 作 制 下 , 只 有 在 农妇 的 帮助 之 下 ， 

个 成 年 男 劳 访 放 可 种 田 10 言 。 如 果农 妇 完 全 不 参加 大 田 农 

作 ,或 者 如 果 没 有 农妇 提供 的 生活 服务 ,这 个 农户 的 和 神功 数 很 

难 达 到 10 亩 在 这 里 ,我 们 所 关心 的 是 妇 辫 是 否 对 加 大 田 农 

作对 农户 经 营 规模 的 影响 : 

农家 妇女 是 否 参 加 大 田 农 作 ( 至 少 是 最 主 要 的 大田 农 作 ， 

如 整 她 、 捅 秋 . 收 章 等 ),， 情况 恢 时 依 节 而 四 。 在 明代 后 期 以 

前 , 江南 农妇 普遍 参加 大 田 农 作 ; 但 是 自明 代 后 期 息 , 越 来 越 

过 的 农妇 口 益 转向 养 寿 和 外 织 。 因 此 江南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的 劳 

动力 数量 的 增 如 ， 并 未 与 改 户 数量 的 增加 保持 同步 。 这 里 我 

们 首先 要 说 明 的 两 点 是 : 第 一 , 从 严格 的 意 头 上 来 说 , 养 重 仍 

世家 业 , 但 是 在 生产 力 式 上 与 大 田 生 产 差别 颅 太 ,因此 在 这 里 

我 们 将 其 与 红 丝 合 为 一 体 , 视 为 手工 业 。 从 此 意义 上 末 说 , 明 

清江 南 农村 于 工业 的 主体 是 乍 业 ( 养 乔 和 费 丝 ) 和 盘 织 业 ; 第 

二 , 明 清 时 期 江南 的 蛋 业 和 纺织 业 虽 有 很 大 发 展 ,但 在 地 域 上 

变化 并 不 很 大 ， 蚕 业 以 及 丝 织 业 一 直 集 中 于 太 庆 南 部 地 带 的 

笨 桑 区 ,而 述 和 劳 织 业 则 主要 是 沿 ! 长 ) 江 洛 ! 东 ) 海 高 田地 带 的 

站 1 出 如 沈 基 的 田地 是 凌 长 了 糙 种 ,但 * 沈 氏 农 书 ? 中 在 计算 人 工 成 本 时 ,除了 长 
工 工夫 外 .交谈 到 "田间 . 拓 上 之 贰 ,以 春花 、 稻 章 抵 之 " ,可 见 鲍 氏 仍 乓 遍 俩 短 
本 

131 制 扩 政事 及 农 作 时 送 诅 ! 即 末 精 中 所 说 的 " 秆 钢 *) ,等 等 ， 
[1 《 沪 氏 家书》 与 & 补 宏 书 ?里 均 有 关于 此 方面 的 论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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梭 棉 好 区 。 因 此 ,给 业 和 和 薄 织 业 的 发 展 , 主 要 也 是 集中 在 这 鱼 

地 区 的 农村 。 出 于 这 些 工作 十 槛 由 农家 妇 如 承担 ， 所 以 江南 

夭 业 和 和 锚 织 业 的 发 展 ， 了 电 体 现 了 这 些 地 区 农村 农家 妇女 越 来 

越 深 地 卷 人 家 村 手工 业 ， 以 全 腊 离 大 田 农 作 。 根 据 吴 浊 明 什 

计 , 清 代 中 期 江南 苏 、 松 主要 棉布 产 区 的 棉布 年 产量 比 明 代 后 

期 大 约 增 加 了 一 稿 001, 而 按照 范 金 明 佑 计 , 在 此 时 期 内 江南 

丝绸 的 年 产量 更 增加 了 三 十 余 倍 5。 由 于 得 业 与 纺织 业 的 重 

大 发 展 , 因 此 而 脱离 大 由 农 作 的 农村 妇 玄 的 数量 ,肯定 很 大 。 

依照 我 的 插 计 ,在 明代 后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揭 三 百 来 年 中 ,江南 从 

事 短 业 和 和 钴 织 业 的 农村 妇女 的 人 数 大 约 增加 了 近 一 倍 。 当 然 

这 些 妇 妇 并 不 全 都 脱离 大 田 农 作 ， 但 是 其 中 脱离 太田 农 作 的 

人 数 与 日 俱 增 ,肯定 是 没有 人 搜 议 的 (3 。 

如 果 妇 女 劳 动 不 投 人 或 少 投 入 大 田 农 人 必 ， 宏 户 平均 种 田 

数 当然 要 减少 。 因 些 在 彼 业 和 殷 织 业 发 达 的 地 区 , 农户 耕 田 

数 确实 较 少 .即使 在 明代 ,已 经 有 一 些 例子 表明 情况 如 此 。 人 鲜 

如 硼 代 苏州 府 昆 而 县 大 地 主 周 革 雇工 种 田 ,“ 帮 地 稍 数 月 亩 ， 

日 鲁 百 余人 "041, 平 均 每 人 种 出 充 数 育 。 又 如 明代 苏州 府 喜 定 

县 贱 城 乡 农民 阮 胜 ,-- 家 三 口 (一 母 :- 画 ) ,种 田 为 生 ,“ 有 五 

七 亩 田 . 又 租 人 了 用 南田 ,自己 勤 往 ,和 持 耕 晚 和 ,不 梧 储 兰 。 原 

凡是 “ 那 妇 人 有 好 得 紧 , 纺 得 -一 手 好 名 , 绩 得 一 手 好 及 , 织 得 

-- 手 赛 过 绢 的 好 布 "151。 即 一 个 有 家 室 的 农夫 ,农妇 专 力 于 纺 

织 业 ,农夫 种 稻田 近 于 !0 亩 。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情况 更 为 清楚 ， 

11 吴 承 明 与 许 滞 新 中 国资 本 土 六 的 荫 侍 一 一 中 国 赛 林 主 祥 发 展 虫 第 一 郊 季 ， 

277-- 了 7 佐 ， 

12| 范 介 民 : 央 人民 江上 人 毕 绝 的 败 内 锅 夸 # 演 消 代 江 沿 纤 网 的 闽 内 贸 双 ?。 

{3j 事 们 靖 :dgrgeahareaeil Preloppeert 训 Fengnem，1520 一 71350234 记 ， 

141 旺 右 光 区 村 川 立 捍 ?》 郑 一 《周子 其 册立 亲人 项 志 馈 站 ， 

15| 革 - 刘 折 案 惊 础 ?种 | 七 癌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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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以 张 海 融 说 乾隆 时 江南 “一 去 耕 【〈 田 ) 不 能 十 亩 ”， 又 说 : 

“和 共 州 府 ) 人 人 浮 于 田 , 计 一 家 所 耕 田 不 能 五 亩 。”10 痿 举 说 : 

道光 时 松江 的 评 多 个 农 “ 自 种 租 田 三 五 军 "131。 苏 、 松 是 江南 

重 业 和 和 妇 织 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, 妇 妇 大 密 不 下 田 和 劳动, 所 以 农 

户 耕 田 之 数 也 大 大 少 于 10 亩 ,整个 江南 的 情况 虽然 不 一 定 

如 苏 、 松 那样 典型 , 但 总 的 来 看 ,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. 也 正在 像 

苏 、 检 的 情况 靠近 。 即 使 在 太平 天 国 战 争 以 后 , 尽管 江南 人 

均 寿 地 大 大 增加 ,但 因 农 作 方 式 未 变 , 而 且 妇 妇 仍 然 专 力 于 

养 恤 和 芭 织 ,所 以 农户 经 营 规 模 并 未 相应 扩大 。1888 年 { 光 

负 十 四 年 ) 英国 领 士 与 传教 上 对 江南 个 别 地 区 与 个 别 事 例 

进行 的 调查 表明 ,在 江苏 南部 和 杭州 , 一 个 农业 雇工 侈 赫 种 

水 田 乓 亩 !3 ,与 张 海 珊 和 美 持 所 说 情况 并 无 多 大 善 别 。 其 根 

本 原因 ,当时 人 已 清楚 地 看 到 ,. 因此 薛 福 你 总 结 说 : 往 时 ! 太 

平 天 国 战争 之 前 ?江南 无 尺寸 隙 地 , 民力 田 , 个 十 五 亩 者 称 上 

农 , 家 猎 裕 侨 。 次 仅 五 六 诗 , 说 三 四 亩 , 佐 以 杂 作 , 非 喇 岁 亦 可 

无 饥 。 何 者 ? 田 耕 于 外 , 妇 人 乔 织 于 内 ,五 口 之 家 ,人 人 自 食 其 

力 , 不 你 给 于 一 人 也 。 ”041 

汝 然 ， 由 于 -年 二 作 制 的 普及 和 妇女 脱离 太田 农 必 

都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 ， 而 且 在 地 域 上 分 布 也 不 平衡 ， 所 

以 在 清 代 前 期 江南 的 许 笋 地方， 也 有 若干 例子 表明 农户 

的 经 营 规 模 超过 10 畜 的 标准 。 康 对 时 靳 辅 秦 称 :“ 臣 访 之 

苏 、 松 、 嘉 、 潮 之 民 ， 和 其 壮 去 一 丁 只 可 种 稍 十 二 三 

[11 非 辩 开交 积 符 会 议 》 与 {《 甲 于 救 黄 季 这 六 收 于 《皇朝 缀 世 文 网; 着 三 十 妃 、 堆 

四 二 。 

f131 妆 闪 :请 冲 宏 课 *: 

13] ”此 调查 报告 刊 于 英 同和 皇家 亚 训 学 会 中 国 耸 会 会 报 逢 二 十 五 替 , 转 引 自 村 文 抬 卜 明 

清 时 代 中 国 农 业 寡 本 主 妆 戎 薄 放 < 

[4 转 引 自 方 打 这 灾 代 家 民 这 简直 大 再 生产 的 形 芍 y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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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。 ”1 这 种 情况 ， 如 果 放 在 一 个 历史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来 

在， 是 不 足 为 奇 的 。 

三) 不 同 农户 在 生产 能 力 上 的 差异 及 其 作用 

在 分 析 农 户 经 营 规 模 的 问题 时 ， 膛 应 注意 到 不 同 农 户 

人 芷 牛 产 能 万 上 的 善 异 所 起 的 作用 。 对 于 农户 之 间 在 生产 衣 

力 土 的 这 种 明显 差别 , 明 清 估 并非 没有 注意 到 -. 例如 天 会 一 

说 江南 农民 ，“ 一 志 所 耕 不 过 十 亩 , 堵 则 二 十 亩 ”021 把 农民 

控 耕 作 亩 数 分 为 两 类 。 章 廊 存 更 进 了 一 步 , 指出 江南 亿 农 ， 

“工本 大 者 不 能 过 二 十 亩 ,为 上 户 ; 能 十 二 三 亩 为 中 户 ; 但 能 

四 五 让 者 为 小 户 " 011, 把 个 农 控 生 产能 力 分 为 了 三 类 。 前 引 

莅 柱 各 语 中 所 体现 出 的 差 轴 亦 与 此 大 同 小 异 。 这 里 所 说 的 

“上 农 ” 生产 能 力 较 强 , 每 人 能 耕种 稻田 不 止 10 亩 ; 而 “下 

农 生产 能 力 较 ,每 人 仅 能 种 稍 田 数 南 - 但 是 .正如 方 行 已 

经 指出 的 那样 ,从 农民 对 王 地 的 实际 使 用 权 和 收 人 来 看 , 清 

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出 更 了 一 种 “中 农 化 ”的 趋 执 , 即 “ 中 农 ” 

在 家 民 中 所 占 的 比重 日 益 增 加 141。 测 从 另外 一 个 角度 来 看 ， 

这 种 “中农 化 ”的 趋势 又 是 单个 农民 生产 能 力 趋 于 均衡 的 表 

现 。“ 中 农 " 的 耕作 能 力 大 约 为 10 亩 ,因此 代表 “中 家 "耕作 

能 方 的 “人 糙 十 让 ”之 说 ， 也 随 着 “中 农 化 ”的 进展 而 普 

毅 了 起 来 。 

著 赎 到 以 上 了 因素，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论 :“ 人 硅 十 

雷 ” 的 经 营 规模 是 由 窗 方 面 的 央 素 所 年 致 的 ， 其 中 .耕作 方 

[1 新 辅 区 生财 格 销 第 骑 3# 收 于 & 主 胃 至 芯 编 ? 汰 二 十 六 ) 

121 乱 会 :得 陈 农 数 四 务 蜡 37 收 于 皇朝 经 世 文 编著 二 全 六 )， 

F31 章 谦 让 : 过 文 胶 ?" 通 论 "- 

14| 方 行 : 铺 代 玫 民 经 诉 扩 支 扫 生 产 的 形式 ?。 

到 一 -可 用- 二 He 二 中 一 

薄 洪 咕 沿 车 现 半 到 加 对 号 [二 二 等 妆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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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0sg1 一 DrT 有 坟 章 到 辣 训 过 绅 山 

式 的 变化 和 农家 _ 妇 如 劳动 的 转移 ,起 了 特别 重要 的 作用 。 而 

和 江 南 农民 的 “和 中农 化 ， 又 为 这 种 经 营 规 模 的 普及 创造 卫 万 

一 茶 件 四 

三 “人 耕 十 亩 "经 营 规模 的 出 现 

和 人 发展 的 空间 特点 

“大 耕 十 再 ”的 经 营 规 模 , 其 形成 和 发 展 在 时间 和 空间 方 

而 均 其 不 均衡 性 。 这 一 点 ,我 们 应 当 了 于 以 足够 的 注意 。 关 于 在 

时 间 方 面 的 不 均衡 性 ,前面 已 有 涉及 ,内 此 此 处 讨论 的 重点 是 

当 间 方面 的 不 均衡 性 的 问题 . 

正如 我 在 过 去 的 研究 中 己 经 指出 的 那样 ， 在 明 请 时 期 ， 

随 着 资源 合理 利用 水 平 的 查 高， 在 江南 最 主要 的 部 分 一 一 江 

南平 原 【或 称 太 潮流 域 平 原 ) 上 ， 逐 区 形成 了 三 个 相对 集 

中 的 作物 区 : 东部 和 北部 说 江 沿 海地 市 的 琐 区 、 太 调 南 部 

低洼 地 带 的 区 区 和 太 潮 北部 地 带 的 稿 区 [1。 由 于 桑 、 

棉 、 稻 三 种 作物 在 种 植 栽培 方面 有 皮 大 差异 ， 而 这 些 差 漠 

对 于 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模 又 具有 重大 影响 ， 因 此 我 们 在 考察 江 

南 农 民 的 经 营 规 模 问 题 时 ， 应 当 对 这 三 大 作物 区 的 情况 分 

而 论 之 。 

(一 ) 专 业 化 的 枝 农 、 棉 农 和 稻 农 的 耕作 能 力 

农民 的 耕 必 能 力 ， 与 农民 的 作物 选择 有 密切 关系 。 为 了 

分 析 的 方便 ， 我 们 先 对 专业 化 的 村 农 、 棉 宏和 舟 农 的 耕作 能 

[1 李 术 和 量 交 明 清 谍 南 农 业 资 源 的 癌 理 利用 }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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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,进行 探讨 。 

关于 明 铺 时 期 江南 专业 去 农 与 稻 农 的 耕作 能 访问 题 ， 

我 过 去 已 有 专文 讨论 ， 兹 仅 将 有 关内 容 作 一 简 述 。 一 般 而 

论 ,自明 代 后 期 以 来 ,在 潮州 .嘉兴 和 苏州 等 主要 禾 权 地 区 ， 

一 个 各 业 柔 农 (成 年 男 劳 动力 ) 的 治 枝 能 力 , 通常 在 3 亩 上 

FT 福 农 的 耕作 能 力 ,在 合理 阅 剂 和 使 用 人 畜 力 资源 的 么 

件 下 ,一 个 成 年 男 劳力 大 约 可 种 称 志 记 左右 124。 也 就 是 说 ， 

在 明代 后 期 以 来 的 江南 .一 个 过 业 又 农 和 专业 稿 农 (以 成 年 

男 劳 力 计 ) 的 最 大 耕作 能 力 之 比 ,大 约 为 1:2。 这 个 比例 最 

早 当 现 上 上 & 沈 氏 农 书 # 运 田地 法 ”关于 长 工 工 作 定 额 的 规定 

中 , 自 此 以 后 一 直 设 有 老少 变化 。 当 然 , 明示 潮州 精明 的 经 

营地 王 沉 氏 为 其 田庄 上 的 每 个 长 了 ( 即 成 年 男 芳 方 ) 所 和 傅 是 

的 治 桑 和 种 稻 亩 数 , 分 出 为 4 直 和 8 再 《二 者 不 可 得 碌 )131， 

均 略 慨 十 我 们 所 得 的 5 亩 和 10 亩 的 一 般 数 字 。 不 过 这 个 差 

别 是 很 等 身 解 释 的 ， 因 为 沈 氏 所 率 行 的 经 营 田 地 原则 是 : 

“作家 第 一 要 勤 糙 多 槛 , 少 种 多 收 ”，“ 只 要 生活 必 好 ,监督 如 

法 ,宁可 少 而 精密 ,不 可 客 而 草 窑 也 ”"。 实 际 上 ,如 果 功 夫 细 

些 ,一 个 成 年 男 劳力 能 治 泰 4 亩 或 种 稻 & 亩 已 很 不 容易 了 -。 

例如 《三 簿 桑 说 辑 补 少 着 下 未 附 《新 增 重 又 总 论 少 六 荣 之 二 

说 :" 簿 柔 不 可 过 售 ，…… 宜 知 节 , 贪 安 则 有 害 。 何 也? 和 玛 骏 并 

客 , 更 防 工 力 不 青 ,应 至 精 踢 。 大约 一 大 之 力 , 可 以 植 椭 三 

声 。 " 清 初 张 履 祥 为 友人 中 属 策划 生 亚 , 也 认为 -- 个 农户 种 

柔 至 多 以 3 亩 为 原 141。 一 般 农户 的 糙 作 没有 访 民 那么 精细 ， 

因而 每 个 劳动 力 所 能 治 去 或 种 盏 之 数 ， 自 然 也 密 于 沉 氏 的 

1 率 从重 玉 计 演 碟 站 节 ) 中 一 自 文 字 之 我 由 靖 - 

12! 李 伯 重 : 明 清江 南 种 猜 农户 生 产能 姓 初 探 字 。 

[3 事 们 醒 :对 * 沪 氏 农 书 中- 肌 立 字 之 我 抑 》， 

14]1 张 杠 详 : 策 师 氏 生 业 > 

26] 沉 

蔷 溢 哮 信 可 氏 闪 湾 状 昨 昌 煌 [到 十 本 >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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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 。 例 如 , 据 万 历时 代 潮 州 估 庄 元 臣 《 芝 本 高 草 六 治 家 条 

约 " 的 * 立 庄 规 "条 ,他 的 长 工 专业 种 权 ,3 人 党 桑 地 20 调 , 平 

均 得 人 6.7 直 。 又 ,入 水 称 和 后 产 方 面 , 据 张 厂 社 & 补 农 书 放 总 

论 ， 在 明 清 之 际 的 桐乡 农村 , ”上 农 赤 一 人 只 可 治 田 十 亢 。 

可 见 ,即使 是 在 与 访 氏 生活 的 时 代 相 近 的 湖州 和 嘉兴 地 区 , -- 

服 农 民 的 治 桑 或 种 稿 的 再 数 都 圈 案 于 这 氏 田 庄 上 的 长 工 。 有 有 

鉴于 此 , 故 兹 以 再 ( 柔 ) 和 10 赴 ( 称 ) 为 一 般 农 民 的 耕作 能 力 

标准 。- 

关于 明 清 江南 专业 棉农 的 耕作 能 力 ,. 有 关 记 载 极 少 , 也 未 

见 有 学 者 对 此 作 过 探讨 ， 因 而 在 此 需要 作 一 些 考 证 。 此 方面 

的 材料 ,我 在 江南 史籍 中 公克 以 下 两 条 , 反 映 的 都 是 乾 训 时 期 

松江 地 区 的 情况 。 一 条 是 钦 普 说 :种 棉 之 农 , 夫 夫妇 妇 , 厢 计 

增 磺 ,大 踏 一 言 。”" 后 另 一 条 则 是 张 春 华 所 说 : "下 农 种 木 杭 二 

五 亩 。 ”上 9 两 条 合 观 ,可 以 推 知 当时 松江 一 个 种 右 农 户 ( 应 属 

“下 家 六) 的 耕作 能 力 甚 小 ,大 约 在 4 雷 上 和 下 -此 外 ,一 些 堆 性 的 

忠 料 也 表明 农户 种 棉 确实 不 客 。 例 如 顺治 时 上 海 姚 廷 避 家 

种 愧 只 是 数 亩 61, 而 乾隆 时 常熟 郑 光 祖 家 种 棉 也 不 过 3 军 而 

已 6 下 等 衣 户 每 户 种 粮 在 3 一 5 调 之 间 ,中 等 农户 度 密 一 些 ， 

兹 以 下 等 农户 之 上 限 计 ,为 5 记 或 略 移 。 这 里 要 指出 的 是 :种 

棉农 户 的 生产 情况 ,与 种 柔和 种 稻 农 卢 的 生产 情况 ,在 以 下 两 

方面 有 所 不 同 :第 一 , 在 种 稿 的 后 产 活动 中 , 妇女 参加 太田 劳 

动 的 情况 比 在 种 柔和 种 舟 生 产 活动 中 普遍 (特别 是 打 心 . 摘 花 

等 活动 , 重 主 要 是 妇女 的 工作 )，, 因此 难以 单独 计算 男子 的 耕 

作 能 力 ; 第 二 ,棉田 不 能 一 直 种 棉 , 每 种 棍 煞 年 就 必须 改 种 稍 

11] 为 冲 : 略 问 3 收 于 & 旦 胃 缀 世 文 编 # 崔 “十 入 )。 

[2] 张 碍 华 区 纺 城 风 春 拓 可 3- 

13] 师 阜 吕 坟 历年 记 ? 顺 治 六 年 条 。 

[4 郑 基 家 区 -' 斑 孙 村 述 # 痊 二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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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次 。 因 此 即使 是 专业 粮农 ,为 轮作 的 需要 ,地 必须 种 一 些 水 

稻 。 曹 幸 入 对 1940 年 代 初 江南 农村 种 棉 情 况 的 研究 表明 : 一 

个 成 年 男 劳动 力 通常 种 棉 . 稻 各 3 亩 011。 如 加 上 妇 妈 辅 肝 ,应 

当 稍 多 一 些 。 这 与 我 们 在 此 所 谈 的 情况 颇 为 接近 。 

《二 ) 不 同 作 物 区 中 农民 耕作 能 为 

正如 我 在 过 去 的 文章 中 已 说 明 的 那样 ， 明 代 后 期 以 来 江南 

出 更 的 桑 、. 棉 . 稻 三 大 作物 区 ,并 非 仅 只 种 植 某 一 种 作物 的 “单一 

型 专业 化 ”种 审 区 , 而 是 以 :一 种 或 两 种 作物 为 主导 、 儿 种 作物 并 

重 的 “宽广 型 地 区 专业 化 "种 植 区 唔 .在 柔 . 棉 . 稻 三 大 作物 区 内 ， 

大 密 数 农户 也 并 非 单一 种 覃 某 一 种 作物 -。 由 于 农民 在 柔 . 杭 . 稻 

等 作物 种 植 上 的 耕作 人 能力 不同 ， 所 以 如 果 他 们 的 生产 癌 时 包 

括 不 同 的 作物 的 话 ， 那 么 他 们 的 耕作 能 力 自 然 也 就 不 同 于 专 

业 桑 农 .棉农 或 稻 农 的 耕作 能 力 。 下 面 , 我 们 就 来 看 一 看 在 上 

述 三 大 作物 区 中 ,一 个 成 年 男 劳力 的 耕作 能 力 究 竟 有 多 大 。 

1. 在 明 清 江南 又 区 ,几乎 所 有 农户 都 养 乔 . 但 是 在 他 们 

当中 ,专业 柔 农 只 是 少数 ; 朵 时 也 有 一 些 农户 只 种 舟 而 不 种 

柔 ， 他 们 养 短 所 需 的 枝叶 通 过 市 场 而 获得。 但 是 大 多 数 养 重 

农户 则 既 种 柔 .又 种 舟 。 为 了 简化 分 析 ,这 里 我 们 假 记 所 有 的 

农户 都 养 重 ,而 且 桑 . 稻 兼 种 。 

如 前 所 述 , 种 植 柔 、 称 主要 是 农夫 的 工作 ， 而 一 个 成 年 

男 劳力 的 耕作 能 力 限 庚 为 治 桑 了 亢 或 种 稍 10 雷 -又 , 柔 区 的 

缀 大 对 数 农户 枝 、 稻 兼 种 。 因 此 , 这 里 我 们 所 要 解决 的 问题 

是 :在 此 地 区 ,一 个 农户 究竟 种 村 . 稻 各 岂 库 呢 ? 很 明显 , 婚 

[1 曹 幸 和 独 : 上 日 中 国 苏 亏 家 庭 农场 的 规模 误 谋 峰 帘 #。 

[32] 李 伯 草 : 明 清江 南 宏 业 资 源 的 合 下 利用 *#- 

汞 洛 天 莫 受 列 失 到 站 避 轧 朵 [ 吉 十 沼 > | -二 r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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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全 

5 则 渤 下 到 站 明示 此 妇 

然 绝 大 允 数 家 彤 都 是 自己 种 枝 以 供给 自己 所 养 之 大 ， 因 此 

次 定 桑 . 稻 种 慎 比 例 的 ,主要 是 农户 养 短 的 能 力 。 因 此 ,我 们 

首先 要 和 弄 清正 的 .是 :个 农户 可 以 养 儿 入 蚕 ” 要 养 这 些 乔 需 

要 几 店 和 园 ? 

明 请 江南 农村 养 矢 (包括 红 丝 ) 主 要 是 妇 玄 的 工作 。 一 个 

成 年 旭 女 能够 养 雪 少 熏 ? 史料 中 有 一 些 零星 的 记载 。 合 如 据 

& 醒 让 得 译 少 卷 十 入 & 施 润 译 玲 果 遇 友 》 所 言 , 嘉 靖 时 吴江 县 盛 

洋 镇 小 机 上 户 施 复 ( 即 施 润泽 ) 之 妻 ,每 年 养 几 香 和 剧 儿 ”, 而 锁 郊 

潍 病 村 农民 朱 姑 之 母 , 豆 二 人 ， 常 年 …… 养 十 德 蚕 ，……… 今年 

看 了 十 五 惫 "。 两 条 侣 观 , 可 知 那里 的 牌 妇 -大 ,大约 养 乔 5 一 

8 售 . 张 顾 祥 #& 补 农 书 扩 总 论 ? 说 六 且 如 匹夫 匹 妇 , 男 治 田地 可 

十 十 , 女 养 看 可 和 苞 。” 据 此 ,个 成 年 宏 妇 的 养 盘 能 为 的 上 

限 ,大 约 为 10 芭 。 就 一 般 情 而 言 , 农 妇 -- 人 养 短 8 和 颂 左 右 ， 

应 属 比 较 普 交 的 情况 。 据 我 在 另外 一 篇 文章 中 所 作 的 考证 ， 

和 下- - 般 情 况 下 ， 明 清江 南 中 等 桑 网 每 亩 所 产 之 叶 ， 可 养 系 

8 一 9 伏 [。 农 妇 一 人 养 村 8 篮 , 大 约 需 获 中 等 又 园 1 亩 .但 是 

正 岂 荡 隆 4 诗 州 府 志 # 郑 三 十 七 盏 对 说 光大 事 …… 半 人 元 以 为 

先 务 。 其 生计 所 资 , 帘 田 儿 过 之 , 旦 为 时 促 而 用 态 倍 劳 ， 刘 乔 

月， 农夫 女 红 , 尽 明 编 宵 , 竭 踊 以 祁 蚕 事 之 成 。 "在 江南 革 

区 家 村, 养 重 是 头等 大 事 , 农家 其 他 成 员 常 常 也 都 全 力 投 人 ， 

辅助 农妇 工作 。 若 将 农妇 之 外 的 其 他 劳力 { 主 要 是 若 负 劳力 ) 

合 起 来 以 - -个 成 年 女 劳 力 计 ,那么 连 上 农妇 本 人 ,这 个 农户 能 

养 系 16 和 翁 ,需要 2 亩 著 园 才能 供给 。 我 们 已 知 一 个 成 年 男 劳 

力 可 以 治 材 5$ 南 或 种 稻 10 育 ， 为 满足 其 家 人 养 至 须 治 村 2 

直 ， 此 外 他 就 只 能 再 种 稍 6 记 了 。 柔 园 与 称 一 合计 ， 一 共 

市 。 当然 ,这 只 是 … 个 太 概 的 平均 数 ,实际 情况 可 能 会 有 所 出 

111 让 岂 李 舍 阳 区 明 清 江南 系 村 二 产 考 》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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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, 但 不 会 很 天。 所 凡 张 履 祥 在 《 杨 园 全 焦 》 卷 十 九 《 赁 耕 林 

议 少 附 “ 授 田 额 ”中 ， 据 出 对 奴 妨 授 由 的 合理 标准 是 :一 去 一 

妇 , 授 田 三 让 ,地 .一 雷 ，…… 代 主 大 耕 出 一 亩 ,地 -家 。“ 亦 邵 

- 户 奴 婢 天 妇 二 大, 奉 田 5 亩 , 管 地 3 亩 (此 处 所 说 的 “地 ” 即 

是 么 园 )-. 一 者 合计 共 8 计 ,与 我 们 的 估 数 棚 近 .如 果 这 个 人 家 

还 有 未 成 年 的 劳动 少 , 那 么 这 个 总 数 和 还 可 以 有 所 增加 。 总 之 ， 

-个 家 户 耕种 田 地 的 总 数 ,大 约 接 近 10 南 而 略 少 。 

2. 在 明代 后 期 以 来 的 江南 棉 区 ,， 随 着 耕地 使 用 技术 的 进 

步 者 为 防 病虫害 的 发 生 ,三 秆 一 轮作 (加 二 年 种 株 ,一 年 种 稻 ) 

的 “ 翻 田 制 " 膛 活 成 为 了 棉田 的 主要 种 植 方式 。 在 这 种 种 植 制 

度 下 ， 棉 农 必 须 每 年 将 其 三 分 之 的 耕地 用 米 种 植 水 稻 。 央 

此 ， 如 果 一 个 普通 农户 每 年 种 棉 S 册 ， 那 么 它 还 将 同时 种 猎 

2.5 上 由, 即 总 计 糙 种 田地 7 了 .5 亩 左 石 。 总 之 ,-… 个 种 棉农 户 耕 

种 下 地 之 数 也 是 接近 而 略 少 上 10 调 。 

3. 法 区 和 和 棉 区 不 种 区、 由 的 农户 以 及 和 长 拘 农户 【后 理 

大 多 不 种 村 、) 的 耕作 能 力 , 太 昌 代 题 有 善 并 。 例 如 据 何 眼 

公 # 四 友 遍 从 说 少 卷 十 四 史 十 ,嘉靖 后 期 松江 西部 水 稻 产 区 -- 

个 种 称 农 睛 的 耕种 面积 , 道 常 为 25 上 左右; 而 东部 棉花 产 区 

一 个 种 称 农户 的 耕种 而 积 , 却 只 有 5 亩 左右 .但 是 到 了 清 代 中 

期 ,各 二 种 稻 农 户 耕 作 能 力 的 差 若 供 平 已 变 得 很 小 ,都 趋向 于 

得 户 10 调 正太。 为 伟 么 会 发 后 这 样 的 变 作 * 一 个 原因 其 资源 

利用 的 合理 化 ,使 得 那些 不 适合 种 稻 的 耕地 (如 松江 东部 地 劳 

矶 讽 的 寿 地 ) 退 出 了 水 和 禄 牛 产 , 从 而 消除 了 特别 的 不 利 条 件 对 

农民 种 稻 赫 作 能 力 的 限制 ， 另 一 个 原因 〈 也 是 揭 重 要 的 虎 

因 ), 则 是 水 宦 和 春花 ( 南 、 豆 .油菜 }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的 普 

及 ,而 在 这 种 种 植 制度 之 下 ,一 个 成 年 男 劳力 的 耕作 能 力 天 约 

是 it 亩 。 再 一 个 原因 ,大 和 由 于 娄 家 妇女 越 来 越 多 地 退出 大 四 

农 作 .， 从 而 种 稻 也 起 来 越 成 为 农 去 一 大 的 工作 ， 因 此 一 个 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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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咕 zrT1 朋 渤 卓 妆 部 焉 沉 难 

【人 

稻 农 户 种 田 10 亩 左右 的 情况 ,也 普遍 了 起 来 。 
由 于 桑 加 和 和 栅 团 的 经 营 比 稻田 的 经 营 更 加 集约 ,因此 又 

农 和 棉农 的 户 均 耕 作 面 积 也 肯定 要 比 禄 农 少 一 些 。 失 上 所 作 
分 析 可 见 , 桑 农 和 锦 农 的 奉 作 能 万 都 略 低 而 接近 于 10 亩 。 所 
以 “人 耕 十 亩 "之 说 先 出 现 于 桑 区 和 棉 区 , 然后 方 逐 渐 扩张 到 
舟 区 ,这 是 很 自然 的 。 据 我 所 见 的 史料 而 言 ,这 种 说 法 最 早 纪 
现 于 万 历时 代 的 潮州 01, 随后 是 康熙 初期 的 束 兴 !21, 接 下 去 
是 康 照 时 期 的 苏 . 松 [31 ,乾隆 时 期 的 江南 14 ,等 等 。 在 以 后 的 
时 期 里 ,这 一 说 法 仍然 依 甩 流行 不 政 13。 这 种 时 空 分 布 特点 ， 
与 农民 生产 情况 的 变化 是 相 一 致 的 。 

因此 .“ 人 耕 十 亩 "之 说 的 出 现 与 流行 , 在 时 空 方面 都 
具有 明显 的 不 均衡 性 。 而 这 种 不 均衡 性 俗 怡 证 明了 ;: 这 种 
经 营 规模 的 形成 , 与 农民 生产 方式 的 变化 有 着 极为 密切 的 
关系 。 从 这 个 意义 上 洒 以 说 , 决定 这 一 经 营 规模 出 更 和 普 
及 的 首要 原因 ,是 农民 生产 方式 的 变化 ,而 不 是 人 地 比例 
的 变化 。 

千 潍 来 失 守 

通过 上 述 讨论 ,我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结论 : 
首先 ,从 对 明 清 江南 农业 劳动 力 和 糙 地 数量 的 宏观 分 析 ， 

可 以 证 实 “ 人 寿 十 南 " 这 一 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模 的 标准 模式 ， 
并 非 空穴来风 ， 而 是 完全 可 能 存在 的 。 从 近代 调查 所 反映 的 
情况 来 看 ， 这 种 经 营 规模 肯定 在 近代 以 前 曾经 广泛 流行 于 江 
南 。 因 此 ,否定 这 种 说 法 , 表 定 是 不 符 全 历史 实际 的 。 

[1 尝 袖 才 乌 程 县 志 》 郑 一 赋 役 引 姜 历时 县 人 涉 演 语 。 

12| 张 暑 样 节 福 农 韦 久 总 论 " 

131 光 闭 & 州 沙 厅 志 》 状 四 载 汤 冉 栈 略 。 

14| 于 会 -区 向 陈 家 事 四 丽 少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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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次 ,尽管 * 人 和 耕 十 亩 "之 说 曾经 存在 于 明 清 江南 ,但 是 这 

并 不 意味 着 不 论 何 时 和 何 地 情况 都 如 此 。 相 反 ， 这 种 经 营 规模 

在 时 空 分 布 上 很 不 均衡 。 只 是 到 了 清 代 ， 它 才 成 为 扣压 倒 性 

地 位 的 普遍 模 陈 。 

再 次 ,"“ 人 耕 十 亩 "的 经 营 规模 模式 的 出 现 和 流行 ,是 才 种 

因素 共同 作用 的 铺 果 。 在 这 些 因素 中 ,农民 耕作 能 力 的 变化 、 

家 家 妇女 脱离 大田 农 作 和 农民 的 “中 农 化 ”等 , 部 起 到 了 特别 

重要 的 作用 。 因 此 ,简单 地 把 原因 归 之 于 人 好 比例 的 变化 ,是 

不 全 面 的 。 

最 后 ， 我 们 还 想 从 更 为 广泛 的 意义 上 来 看 一 看 研究 明 清 

江南 农民 经 营 规模 问题 ， 对 于 我 们 正确 认识 近代 以 前 农业 和 

农民 经 济 行为 ,具有 何 种 意义 。 

- , 般 而 言 ， 只 有 在 最 佳 的 经 昔 规 模 上 ， 才 能 获得 最 理 

想 的 经 济 效益 ， 因 此 经 营 规 模 对 于 农业 生产 其 有 重大 的 影 

啊 。 但 是 在 研究 农业 经 营 规模 的 问题 时 ， 我 们 还 应 当 注 交 

到 ， 首 先 ， 任 何 一 种 上 既 有 的 农业 经 营 规模 ， 都 是 各 种 特定 

条 件 的 产物 ， 六 此 所 谓 “ 最 佳 经 营 规模 ”， 并 不 是 一 个 一 

成 不 变 的 概念 。 相 瓜 ， 由 于 各 种 条 件 处 于 不 断 变化 之 中 ， 

这 种 “最 佳 经 营 规模 ”的 标准 也 因 时 四 地 而 异 。 其 次 ， 即 

使 是 在 近代 忆 前 的 中 国 〈 特 别 是 在 经 济 发 过、 商业 化 水 淮 

较 高 的 江南 地 区 ) ， 农 民 为 了 获得 最 理想 的 经 济 歼 益 ， 也 

在 不 断 地 努力 追求 某 种 最 佳 经 营 规模 。“ 凡 是 现实 的 都 此 

合理 的 ” ， 从 此 意义 上 来 说 ， 每 个 时 期 和 地 区 农民 的 经 省 

规模 ， 相 对 于 其 所 处 的 特定 条 件 而 言 ， 都 可 以 说 是 在 咎 

“最 佳 经 营 规模 ”靠近 。 简 言 之 ，… 种 经 营 规模 之 所 以 能 

够 出 现 和 普及 ， 最 杠 本 的 原因 ， 是 其 经 济 上 的 合理 性 。 人 入 

明代 后 期 以 来 江南 所 具 的 各 种 条 侍 下 ， 以 “人 耕 十 军 ” 为 

代表 的 经 总 规模 之 所 以 能 够 出 现 和 普及 ， 帮 是 因为 这 种 经 

1 Dr we 

坑 涛 咕 沽 丕 贡 闻 到 站 通 品 灯 [时 十 次 >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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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褒 济 和 码 门 疗 示意 人 希 

《和 皇 好 

营 规 模 直 所 产生 的 经 济 效 益 ， 比 其 他 经 营 规模 更 伟 11。 也 

正 因 媳 此 ， 它 能 够 经 党 住 9 世纪 中 期 以 后 肉 乱 外 患 和 各 

种 社会 苞 机 的 严峻 考验 ， 一直 延续 到 20 过 纪 中 期 ， 风 而 

表现 出 了 晤 大 的 生命 力 。 共 在 认 讽 到 这 一 点 并 以 此 作为 赋 

实 的 册 发 点 ， 我 们 才能 对 过 去 的 农民 经 济 的 发 展 水 平 与 灶 

点 进行 寄 弄 而 公正 的 评 关 。 相 反 ,站 在 -种 我 称 之 为 “近代 优 

越 沦 ”的 立场 上 4， 和 理 定 近代 以 前 小 家 有 经济 各 小 家 经 营 行为 

的 合理 性 . 或 从 马尔 萨 斯 主 久 的 观点 出 发 把 “人口 压力 ” 当 作 

分 析 近 代 以 前 农业 和 农民 经 济 问 题 的 前 握 ， 青 证 是 难以 说 明 

辣 题 的 ， 

111 美 于 这 和 神 笃 若 规 模 的 经久 吾 益 问 题 的 讨论 . 详 见 李 伯 重 : 4griculpural Beueior 

maru 1 mk，7G30 85D.151- 一 155 奥 。 

[2l 唐 放 "近代 优 直 论 ". 更 确切 由 说 是 " 近 找 西方 优 不论" -有关 论述 ,对 见 李 议 

重 交 探 撩 增长 ,以 保 高 裕 : 请 代 前 中 明王 南 的 大 口 行 为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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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”夫妇 并 作 ” 到 ”" 男 耕 女 织 ” 
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妇女 克 动 问题 

探讨 之 一 

一般 而 言 ,无 论 在 何 社会 中 , 妇女 总 是 占 大 口 总 数 的 一 半 

左右 - 妇 训 劳 动 的 问题 ,也 因 之 而 成 为 社会 经 济 虫 研究 的 一 个 

极为 重要 的 课题 。 然而 在 以 往 的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虫 研究 中 ,此 问 

题 却 未 受到 应 有 的 重视 。 特 别 是 关于 近代 以 前 中 国 农村 妇 妇 

劳动 的 问题 , 尽管 许多 著作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涉及 到 ,但 专门 的 研 

究 成 果 却 很 少见。 可 以 说 迄今 为 止 , 这 -研究 目前 尚 处 于 起 此 

的 阶段 ,项 有 加 强 研 究 的 必要 .本文 就 是 我 在 此 方面 所 作 的 - 

个 初步 探讨 。 

近代 以 前 中 国 农村 妇女 的 劳动 ， 具 有 家 太 的 上 时空 差 引 

性 . 有 鉴于 此 ,本 文 将 考察 的 时 空 范围 限制 在 明 清 江南 。 具体 

而 言 ， 时 间 大 体 是 从 明代 和 韧 期 到 清 代 中 期 (18s0 年 太平 天 国 

运动 波及 江南 以 前 ) ,地域 则 包括 明 清 的 苏 . 松 , 常 、 镇 . 宁 ( 应 

水 ) . 杭 、. 喜 . 淹 八 府 和 上 自 苏州 府 析 出 的 太仓 州 。 作 这 样 的 时 空 

限定 的 理由 ,我 在 其 他 的 文章 里 已 作 说 明 ,这 里 站 及 从 略 。 本 

文 力图 通过 对 于 明 清 江南 农家 男女 劳动 安排 方式 的 讨论 ,着 

重 了 上 江南 农家 妇女 所 从 事 的 主要 劳作 的 种 类 有 了 哪些? 她 们 

的 劳动 情况 在 18 世纪 中 期 以 前 的 近 五 个 进 纪 中 是 耕 发 生 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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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 ? 至 于 这 个 变化 的 背景 和 意义 〔〈 特 别 是 江南 农家 妇女 入 

动 卢 式 的 变化 盾 导 致 的 她 们 在 整个 社会 的 生产 芳和 天 中 所 问 的 

地 位 变化 ) ,将 在 本 文 的 续篇 久 男 糙 女 织 " 与 “ 妇 辫 半边 天 和 

色 的 形成 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妇女 劳动 问题 探讨 之 一 让 中 作 专 

门 的 讨论 ,这 蛙 就 不 先 瑟 了 。 

一 “ 勇 耕 玄 织 模 了 五 质疑 

中 国 传统 的 农民 个 体 家 庭 ， 一 般 只 包括 一 对 成 年 去 妇 和 

他 们 的 子女 或 已 形 失 了 劳动 力 的 年 还 父母 ， 所 以 一 向 被 称 为 

“五 口 之 家 "”D1。 而 在 这 种 家 庭 中 , 主要 的 劳动 力 就 是 农民 去 

如 .人 [21。 因 此 ,所 谓 " 男 耕 妇 织 ”, 实 际 上 是 农民 家 庭 对 其 主 

[11 旋 为 -- 种 描 绽 中 国 董 通 察 三 规 异 的 传统 说 法 . “元 门 之 家 "一 证 , 早 在 战 贺 时 

从 就 已 市 现 ,而 县 所 指 地 起 也 二 限于 江南 。 但 在 江南 .自明 切 以 来 情况 大 致 衣 

是 这 样 . 撤 朋 官 方 骸 计 丈 字 , 洪 起 四 年 (1371? 贡 州 府 每 户 阔 均 上 4.15 天, 座 武 

所 年 【1376) 有 4.32 大 # 洪 臣 二 十 四 年 11391)? 松 江 府 此 户 平均 有 4.82 人 ,常州 

了 府 4. 允 大 ,杭州 府 $.38 大。 而 请 代 中 期 每 户 平均 大 可 为 :本 州 府 4. 合 大 ( 芝 

降 馈 十 世 年 , 即 1784 年 )5 高 兴 府 5 人 (团队 三 十 四 年 , 即 1769 年 ) ,5.17 人 【上 旷 

赚 五 二 四 年 . 即 1789 年 ,5.356 大 (高 庆 四 年 , 田 1799 年 ,5.42 人 【道光 十 作 

年 . 贡 183R 年 上 (以 工 述 数字 采 自 村 上 友 促 : 林 中 畏 历 代 和 大口. 由 此 , 田 屿 计 站 ,436， 

438 .442 .445 .448 下) 193 押 0 年 伐 的 相应 比 束 则 消 : 丘 其 县 4.1 大 (普通 户 ) .4.3 

到 [家 六 15 长于 县 44 大 1 农户 ); 平 铀 县 4.9 大 [全 部 户 ).5.1 人 (农户 )1 癌 兴 

品 4.5 上 家 户 人 7 以 上 风 建 设 午 员 会 生 许 调查 所 : 才 中 国 既 放 志 让 吴 其 其 .长江 

共 . 让 其 县 7 汇 宁 妊 4.77( 全 县 ]【 见 胡 炉 哺 : 《红字 有 具 之 寿 地 与 人 口 客 度 放 ) ， 

5 . 傈 一 站 ,57 人 :二 进 县 .87 上 山 Jopn oaaing Back : Ripere 所 再 Com 327 

贞 ); 枫 入 尼 4. 人 人 人 【 开 强 本村) 克 Hsiacturng jl: Pearert T 诺 Etradt Fe 

Say fCounsry 了 失误 儿 emgte Deia.23,29 页 )。 总 而 直立 .都 大 歌 在 5 大 上 

FF。 困 此 ,说 明 清 江南 大 的 一 户 五 口 应 当 是 近 于 这 实 的 。 

[121 世 -去 : 妇 作 为 计算 一 个 窗户 著 动 力 的 标准 .是 中 国 的 传统 做 法 。 时 典型 的 

例子 ,有 基站 机 均 田 今 奖 于 挥 田 与 课 税 的 规定 。 鉴 于 当时 " 户 " 的 标准 得 融 不 一 ， 

庐 规 定子 脆 坦 率 好 和 将 "一 床 ( 即 -去 -- 妇 六 作为 一 个 家 户 的 污 定 单位 。 这 一 规 

定 在 蓝 个 均 轩 人 制 时 亿 都 在 使 用 尔后 ,南宁 卖 置 难 属 ,也 披 乓 是 用 - -去 - 妇 为 

韦 >70 



要 劳动 力 所 做 的 一 种 劳动 安排 方式 ， 即 农家 男子 从 事 大 田 农 

作 ,而 妇女 则 从 事 以 纺织 业 为 主 的 家 寿 于 工业 。 

在 过 去 两 千 雪 年 中 ,“ 男 耕 女 织 ” 之 说 一 直 册 现 于 史籍 。 

到 了 近代 ,社会 经 济 史 学 兴起 之 后 ,此 说 又 以 各 种 不 同 的 形式 

进入 我 国史 坛 ， 成 为 了 一 种 得 到 广泛 认可 的 基本 理论 概念 。 

倒 如 , 1950 年 代 以 来 我 国史 坛 关 于 “资本 主义 萌 丁 “农民 战 

争 " “封建 杜 会 长 期 延续 "的 大 论争 中 , 大 多 数 史 家 都 坚持 认 

为 “农业 与 手工 业 在 农民 家 庭 内 的 牢固 结合 "是 中 国 封建 经 六 

的 基础 01。1980 年 代 后 期 以 来 ,许多 学 者 对 近代 以 前 中 国 经 

济 的 看 法 发 生 了 变化 ,但 是 在 "农民 家 庭 中 的 耕 织 结合 是 封建 

经 济 结构 的 基本 特征 "这 一 点 上 , 却 与 过 去 的 看 法 并 无 多 大 差 

别 D21。 家 庭 手工 业 的 主要 部 门 是 纺织 业 , 而 家 庭 纺织 业 通 沿 

由 妇 交 承担 , 所 以 “ 男 耕 女 织 ” 又 成 为 农业 与 家 庭 手 工业 结合 

分 旋 生 产 席 料 的 单位 性 宋 会 要 辑 稿 了 二 货 二 之 十 期 “ 音 田 " 条。 泰山 夺 伯 寻 ， 

《 册 代 江南 农业 的 沽 展 3》,，135 一 136 页 )。 到 了 明代 后 期 , 何 员 俐 在 谈 性 证 水 和 

生产 博 襄 时 ,也 明确 地 说 家 户 的 药 动 方 为 一 去 - 妇 ({ 条 良 愧 光 癌 皮 商 妇 说 * 郑 

十 四 史 十 ), 万 # 通 州 志 ? 郑 二 风俗 证 然 : 换 谋 立 : 一 个 小 家 家庭 中 的 劳动 力 . 

主要 基 害 友 窒 所 一 和， 近代 的 情况 仍然 大 蛋 如 是 。 岗 邵 据 费 章 通 的 吝 查 ,1935 

年 :吴江 县 开 纺 号 村 .有 劳动 能 态 者 1T16 一 征 册 肆 )] 占 全 村 大 的 有 各 ,其 时 每 

户 平 具有 4. 晒 和 人, 即 帮 户 有 劳动 力 2 人 【Haiacotung Feit Pearl EE in THRina4 

ie id or Conntry 已 庙 记 直 ETangtze Peita .22 页 )。 撕 程 古 等 上 的 调查 .1957 年 

苏州 一 无 锡 地 区 ( 夫 至 相当 于 明 清 的 荐 州 .常州 两 府 ) 的 溪村 胃 扫 劳动 万 占 农 

村 估 口 的 和 4.4 禹 ( 程 淆 等 :江苏 省 其 锡 也 区 在 业 区 划 3#)。， 刀 二 户 以 汪 人 计 . 则 

应 有 劳动 力 2.2 上 人。 总 立 , 扒 为 表 请 江南 -个 普通 窑 户 有 两 个 劳动 方 (通常 即 

家 夫 与 家 妇 1 ,应 是 符合 实际 的 。 

圣 农 去 与 忠 妇 外 农 守 的 其 他 志 员 也 能 提供 -- 些 劳动 ， 其 总 量 通常 可 以 

半 个 腹 年 劳动 力 的 劳动 计 , 折 以 橡 新 百 居 计 1860 年 松 让 府 毒 个 芒 织 宏 户 中 的 

荫 刻 劳动 ,可 以 1.5 个 成 年 劳动 力 计 !( 徐 新 吾 交 江南 士 布 中 ?3215 一 216 所 ). 信 

是 .这些 成 员 在 生产 上 所 季 担 的 ,基本 是 辅 舅 性 劳动 : 因此 . 占 主 要 好 人 世 的 ,还 

是 农 支 和 朗 妇 的 劳动 。 

[1] 大 阅 白 钢 : 中 国 封建 社 会 长 期 焉 续 问 题 论战 的 由 来 与 发 展 ?, 第 3 章 第 4,.5， 

i2.、14.15 节 和 第 +4 章 第 是 节 。 

「2] 天 加 叶 茂 等 区 传统 家 业 与 小 农 笃 谤 研 充 述 评 # ,第 守节。 

一 < 

em 下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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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对 [ 

的 同 义 诸 。 在 此 意义 上 “农业 与 手 上 业 在 农民 家 庭 中 的 牢固 

结合 构成 封建 经 济 的 基础 "这 一 命题 ,实际 上 可 以 诠释 为 “ 男 

料 玄 织 ” 基 近代 以 前 中 国 农家 劳动 安排 方式 的 支配 性 模式 响 

全 惟 - -模式 。 

(一 男 耕 女 织 "是 ”天然 分 工 四? 

对 上 述 观 点 进行 谋 和 人 的 分 析 ， 可 以 发 现 这 种 观点 蒜 以 建 

音 的 基础 ,万 是 在 传统 农业 杜 会 中 .男子 是 社会 生产 的 主要 尘 

担 者 ， 而 妇女 在 社会 生产 中 则 处 于 一 种 由 对 次 要 的 地 位 。 同 

时 , 在 当时 的 社会 中 ,农业 是 经 济 的 首 千 部门, 而 纺织 业 则 是 

届 于 第 -位 的 产业 。 因 此 男子 了 各 担 农业 生产 而 站 女 承 担 纺织 

业 咎 产 ,也 就 是 “ 男 寿 玄 织 ", 娓 是 天 经 地 江 的 "大 然 人 工 。 

这 种 观点 有 其 合理 的 方面 .但 嘴 仔细 推 殴 . 也 有 问题 : 聊 

然 农 业 在 社会 生产 中 占有 最 重要 的 地 位 ， 那 么 怎么 能 够 设想 

占 此 人 口 . 愉 机 也 占 总 劳动 力 一 尘 的 妇女, 会 元 全 脱离 于 农业 

生产 之 外 呢 ? 乱 织 业 在 社会 生产 中 的 地 位 所 管 次 于 农业 ， 但 

毕竟 也 是 社会 生产 中 第 二 重 槛 的 产业 ， 因 此 男 于 皇 么 可 能 与 

纺织 业 生 产 完 全 绝缘 昵 ? 因此 “ 男 耕 玄 织 ”所 体现 的 劳动 分 

工 , 果 真是 大 经 地 区 的 ”天然 分 工 吗 ? 

迄今 为 止 , 对 于 “ 男 耕 玄 织 ”这 一 模式 作出 专门 理论 盆 析 

的 论 黄 , 所 见 忆 有 有 吴 承 明 1981 年 发 表 的 《 论 “ 男 厅 女 级 "一 

文 。 在 该 文中 , 吴 氏 精辟 地 指出 :… 男 耕 女 织 " 是 农民 家 庭 内 的 

自然 分 工 吕 ,但 是 这 一 分 王 并 非 在 所 有 时 期 和 所 有 地 占 都 存 

[11 引 者 控 … 和 白 然 分 工 " 一 请 , 语 关 可 有 两 种 解 几 。 作 者 这 里 订 说 的 “和 白 的 谷 工 "， 

撕 引 韦 的 型 和解 . 是 " 接 照 生理 和 白 振 特点 的 分 工 ”之 意 , 择 非 *“ 天 热 侣 理 的 分 下 

之 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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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 , 而 且 这 一 分 工 所 代表 的 农业 与 家 庭 手工 业 的 结合 ,也 不 是 

一 成 不 变 的 。 他 进而 指出 :在 中 国 封建 社会 中 ,具有 在 农村 桶 

芒 织 炎 发 达 的 地 区 ,，“ 骨 耕 玄 织 ” 才 得 到 加 强 。 从 吴 氏 的 见解 

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樟 的 认识 :“ 男 耕 辫 织 ” 这 种 农家 男女 劳动 安 

排 前 方式 是 有 杀 件 的 ， 绝 非 避 之 四 海 而 缘 准 的 普 疯 模式 和 万 

硬木 训 的 男 定 模式 。 不 仅 如 此 , 我 们 还 要 进一步 指出 :“ 男 耕 

如 级 ”也 不 是 近代 以 前 中 国 农家 劳 吉 安排 的 惟一 方式 。 队 了 

这 种 模式 之 外 ,还 有 其 他 的 许多 模式 。 央 此 ,对 于 一 直 辟 行 于 

中 捷 的 " 男 寿 妇 织 " 基 过 我 以 前 中 国 农家 和 劳动 实 排 的 支配 性 模 

起 之 说 , 尚 告 重 新 进行 检讨 。 在 装 论 大 开 之 机, 有 必要 强调 

“ 勇 耕 交织 "包括 两 个 基本 组 成 内 容 , 即 " 男 埋 ”和 和“” 女 织 。 一 

般 而 言 ,在 近代 以 前 的 中 国 , 由 于 男子 确实 是 农业 生产 的 主要 

隔 担 者 .所 成 " 男 寿 "之 说 , 林 应 引起 多 天 争 膏 。 但 是 “ 女 织 " 的 

阿 题 则 有 所 不 同 ， 必 须 首 先 弄 清楚 农家 妇女 到 底 是 否 只 织 不 

寿 ? 然后 才 有 可 能 进一步 讨论 其 他 , 因此 ,讨论 " 玉 耕 交织 的 

冲 题 ， 关 键 在 十 弄 清 妇女 劳动 的 问题 。 江 南 是 中 国 农村 入 级 

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,大 多 数学 者 也 淮 为 中 辐 的 " 田 才 玄 织 ” ,以 江 

南 地 区 最 为 典型 。 因 此 和 以 江南 为 例 来 分 析 此 问题 ， 度 当 说 也 

最 其 代表 意 祥 。 

时 在 1975 年 . 仇 生 可 (Mark Elun) 就 已 提出 :在 明 清 中 国 

的 许 才 地 方 ， 妇 女 从 事 大 男 农 作 是 很 常 卸 的 事 。 不 过 他 所 提 

供 的 证 据 ,只 有 关于 明 初 上 海 的 吕 料 Lil。 由 此 而 言 , 可 以 有 把 

手 做 出 兰 断 的 , 是 明 境 { 或 者 更 早 ) 江南 农家 妇女 也 从 事 大 田 

宜 作 。 从 另 - 一 方面 来 看 ,在 明代 中 后 期 的 ”棉花 革命 即 杭 取 

代 麻 成 为 主要 的 芒 织 原料 ， 同 时 由 于 外 部 市 场 的 扩 太 而 导致 

栅 和 外 织 业 的 迅速 发 展 } 完 成 立 前 ,江南 的 农 寺 纺织 亚 的 发 展 十 

[1 Ma Elvin: sk amd 疝 esohroes IT TGF Toperam 人 只 im- 

273 韦 

「 簿 并 当归] 晶 [ 再 洒 首 洗 上 天 



站 是 本 

平 1 一 

mr -一 一 

【058T 一 人治 放 及 填 妆 训 还 间 同 

分 有 限 , 并 未 成 为 一 项 家 家 户 户 都 失事 的 生产 11l。 有 既然 农村 

纺织 业 不 很 发 达 , 而 且 农 家 妇 妇 又 普遍 下 田 劳 动 , 所 以 “ 男 耕 

女 织 "之 说 , 在 此 时 江南 的 大 多数 地 方 ,看 来 并 无 很 大意 多。 

当 樵 , 明代 以 前 的 情况 , 国史 料 限 制 , 难以 深究 。 但 是 以 

有 实地 油 查 资料 可 资 证 实 的 近代 江南 的 情况 来 看 , “ 男 耕 女 

" 也 并 非 农 家 男 玄 劳动 的 惟 -- 模 式 或 支配 性 模式 。 例 如 , 据 

1930 年 代 初 的 调查 ， 嘉 兴 县 妇 妇 在 全 县 职业 人 口中 所 点 的 

比例 为 42 县， 而 她 们 的 劳动 在 大田 农 作 中 所 后 比重 则 为 

41.8%% [1。 可 见 该 地 农家 妇女 与 男子 从 事 同 样 的 劳动 ,而且 

妈 们 在 这 两 种 生产 劳动 中 所 占 地 位 也 颇 为 相近 。 国 此 “ 男 寿 

玄 织 "之 说 在 这 里 并 不 适用 。 又 , 据 卜 说 (John Lossing Buck) 的 

调查 ，1920 年 代 末 江宁 县 的 农 作 劳 动 总 量 中 ， 妇 玄 劳 动 仅 占 

0--4,.62%5 , 在 武进 县 也 只 占 1 驹 [31。 而 同时 这 两 地 农家 妈 玄 

从 事 育 答 和 纺织 业 的 记载 也 很 有 限 。 这 些 地 方 农家 妇女 从 事 

生产 劳动 不 客 , 自然 也 谈 不 上 “ 男 帮 女 织 " 了。 只 有 在 秦汉 业 

发 达 的 地 方 ,情况 有 所 不 朵 。 例 如 , 据 1930 年 代 初 的 调查 ,在 

每 又 业 发 达 的 吴兴 县 和 长 兴 县 , 妇女 (主要 从 事 毒 业 ) 分 别 为 

36 吃 和 32 哆 ,但 是 在 太田 农 作 中 ， 上 述 地 区 妇 妇 劳动 所 占 的 

比例 仅 分 别 为 2.8%[ 吴 只 )、D.4 名 (长江 )[。 训 见 , 只 有 在 这 

些 地 方 ,“ 男 耕 如 织 ”( 在 此 应 为 “ 男 耕 康王 ") 之 说 广 可 成 立 。 

此 外 , 据 徐 新 吾 的 调查 , 在 晚 清 (1900 年 以 前 ) 的 上 海 郊 区 的 

农家 炉 纺 织 业 中 , 通常 是 男子 纺 纱 和 妇女 织 布 111。 其 原因 羞 

在 于 : 男子 还 村 从事 大 一 农 作 , 从 事 纺 织 业 的 时 间 比 加 零 散 ; 

[11 大 阅 吴 承 明 以 论 勇 寿 立 织 #。 

[2z1 了 至 坦 委 员 会 芭 访 调查 所 坟 中 国 经 入 志 / 豆 其 县 。 

13] Johty Losairg 了 uck :上 imexe 下 arm 再 comiomy 让 -35. 

[4| 建 证 莫 员 会 氢 讲 调查 所 以 中 国 经 证 志 # 吴 内 是 、 长 开县 。 

15] 和 敬 新 可 :以 订 南 土 布 史 》,241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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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织 布 不 仅 需 要 较为 集中 的 工作 时 了 间 ， 而 且 还 需要 较 高 的 技 

艺 ， 只 有 经 过 长 期 训练 和 和 常年 操作 的 成 年 农妇 才能 很 好 地 匡 

担 - 当 然 ,1920 年 代 末 和 1930 年 代 前 中 期 ,是 江南 农村 手工 业 

误 蒂 的 时 期 。 了 工业 的 误 落 , 对 于 上 述 贮 兴 , 汀 条、 武进 等 地 

农家 妇女 从 事 芒 组 业 韵 比 例 之 刁 ， 肯 定 含有 一 定 影响 。 而 

1900 年 以 前 上 海 表 家”* 男 纺 女 织 "的 情况 ,也 未 见 诸 1850 年 以 

前 的 史籍 。 因 此 我 们 不 能 据 此 断言 明 清 时 的 情况 也 必然 如 

此 。 丰 过 我 们 可 以 肯定 的 是 : 即 后 在 传统 农村 手工 业 最 繁 们 

的 时 候 ,“ 男 耕 女 织 ” 也 物 丰 可 能 是 江南 农家 男女 劳动 安排 的 

惟一 方式 。 

(二 ) 农 家 男女 劳动 安排 方式 的 多 样 性 

事实 上 ,从 近代 以 前 的 史 娠 和 近代 的 调查 材料 来 看 ,中 国 

农家 男女 的 劳动 安排 ,方式 颇 密 ,并 不 限于 -- 两 种 。 粗 上 略 好 分 

一 下 ,可 以 归纳 为 以 下 几 类 , 即 : 

1…“ 男 劳 女 选 ”, 即 农家 男子 承担 全 部 生产 芍 动 ,而 妇 女 仅 

从 事 家 务 劳 动 ,不 参加 生产 劳动 ; 

2…“ 男 遍 女 劳 ", 即 农家 妇女 是 主要 劳动 者 ,而 男子 则 较 少 

参加 甚至 不 参加 劳动 ; 

3，“ 男 芯 均 劳 ", 即 农家 男子 从 事 生 产 劳动 目 不 符 言 ,而 如 

女 不 仅 从 事 家 务 劳 动 ,而 且 也 参加 生产 劳动 。 

就 第 三 种 情况 而 论 ,根据 妇女 参加 生产 劳动 的 种 类 ,又 可 

以 分 为 两 类 

4… “男女 同 工 ”, 即 农家 男女 芳 作 的 种 类 基本 一 致 ; 

5…“ 男 女 分 工 ”, 妈 农家 男女 劳作 的 种 类 不 一 , 思 女 之 间 实 

行 劳动 分 工 。 一 般 而 言 ,男子 从 事 大 田 农 作 ,而 妇女 则 主要 从 

事 育 恒 和 家 庭 手 工 纺 织 业 。 

“一 

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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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 ss 员 [ 

一 的 ELT 油 尝 随和 天 门 部 下 站 友 

此 畦 ,按照 妇女 参加 劳动 的 程度 ,还 可 再 分 为 三 类 ， 
6.* 男 主 女 次 ", 即 农家 男子 藉 查 主要 劳作 ,而 妇女 只 从 事 

辅助 住 劳作 ， 从 而 妇女 劳动 在 生产 劳动 中 只 占有 次 要 的 地 
位 。 

7.“ 男 女 俱 主 *, 即 尽管 农家 男女 从 事 不 同 的 和 劳作 ,但 是 他 
们 所 共事 的 劳作 从 劳动 时 间 和 收益 来 看 并 无 证 次 之 分 ， 因 和 而 
他 们 在 生产 劳动 中 的 地 位 也 同等 重要 。 

8.“ 男 次 女 主 ", 与 * 男 主 鼠 次 "相反 .农家 妇女 承担 主要 劳 
作 ,而 男子 只 从 事 辅助 性 劳作 .或 者 比较 轻 邱 的 工作 。 

很 清楚 , 今日 许多 学 者 心目 中 的 “ 男 耕 女 织 " 模式 ,用 

是 以 上 述 第 三 . 瑟 、. 六 种 情况 为 基础 的 。 电 于 还 存在 第 一 、 
四、 七 从 种 情 01 ,所 以 很 难说 * 男 耕 女 织 "就 是 近代 
以 前 中 国 农家 男女 劳动 安排 的 惟一 模式 或 支配 性 模式 。 因 
此 ,尽管 “ 田 寿 女 织 " 之 说 已 流行 了 两 千 多 年 ,但 对 于 各 个 
具体 的 地 点 和 时 期 来 说 . 仍然 只 是 一 种 没有 具体 针对 性 的 
泛泛 描述 。 用 它 来 概括 近代 以 前 中 国 农家 男女 劳动 安排 的 

情况 ,无疑 很 难 切合 历史 的 真实 。 在 本 文中 ,我们 要 着 重 探 
讨 的 是 以 第 三 种 情况 (“ 男 女 同 工 *) 为 基础 的 “夫妇 并 作 " 
向 以 第 四 种 情况 (“ 男 女 分 工 ") 为 基础 的 “ 田 灰 女 织 ” 的 历 
中 转变 的 过 程 。 

二 “明代 江南 农家 “夫妇 并 作 - 的 流行 

尽管 时 在 明代 以 前 ，“ 男 耕 女 织 ” 的 农家 劳动 安排 方式 在 

[:] 即 巧 是 第 一 ,七 种 情况 ,也 是 存在 的 。 第 一 种 情况 , 例 志 蝶 隆 4 上海 县 志 # 滞 

风 人 淆 : 池上 海 妇 京 ) 大 芜 而 工 葡 ， 所 出 布匹 以 万 计 ， 议 手 之 补 有 宛 妇 站 力 生 

玫 ": 第 作 种 情 粤 .: 例 见 森 玄 第 三 节 所 引 田 玉 攻 疡 说 明代 江北 的 情形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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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 已 在 流行 ,但 是 也 有 不 少 记 载 表 明 -直到 明 林 ,这 种 劳 动 

分 工 模式 总 的 来 说 发 展 仍 然 还 不 很 充分 。 央 此 农家 成 年 青 女 

节 副 者 天 和 参加 大 田 农 作 和 纺织 二 廊 动 的 情 议 【 即 “ 男 耕 男 织 ” 

和 ” 文 耕 立 绍 ") ,在 江南 仍然 辣 为 普通 。 刀 历时 杭州 省 于 再 辫 

薪 在 一 则 题 为 “ 男 绢 嫌 耕 ” 的 笔记 里 , 写 了 以 下 一 般 很 重要 的 

语 ,是 以 概括 这 种 情 癌 : 元 仓 子 月 : 男 玫 不 织 而 友 ,人 大 不 耕 

而 食 ,. 男 贸 功 , 相 资 为 业 , 些 圣 E 之 制 也 -。“ 今 之 性 .田子 织 

穴 , 人 而 反 不 得 衣 ; 妇 人 耕 括 ,而 友 不 得 食 . ”10 虽然 四 氏 说 的 是 

全 国 性 的 现象, 但 是 这 种 男 立 灼 亦 寿 亦 织 的 情况 ,在 明代 中 后 

期 江南 的 许多 地 方 文 献 咎 俱 可 见 之 。 典 型 的 例子 如 万 捷 时 青 

浦 其 令 层 隆 所 说 :“ 男 寿 有 如 织 , 外 内 有 事 。 田 家 妇女 ， 亦 助 农 

作 :镇 市 因子 , 亦 晓 训 红 -。 “1 下面, 我 们 先 分 别 耕 -看 妇女 矢 

加 大 田家 作 、 盟 子 从 事 纺织 业 和 性子 参加 育 短 的 记载 。 如 果 

这 些 情 况 广 泛 存 在 ,那么 我 们 就 可 以 确信 : 在 明代 江南 , 农家 

男 玄 劳动 力 均 浆 耕 丈 织 的 情况 是 十 分 普遍 的 。 

(一 ?农妇 参加 大 田 农 作 

有 关 明 代 抽 南 站 妇 参 加 大 由 农 作 的 记载 ， 颇 见于 地 方志 

和 明和 人 笔记 小 说 ,， 其 典型 者 如 江阴 . 昆 册 .崇明 等 其 的 情况 。 

江阴 :正德 4 江阴 县 志 # 着 七 风俗 载 : 细 民 妇 如 不免 躬 称 

肖 灌 之 劳 , 沈 涂 之 辱 , 氏 不 得 而 避 硕 。 女 妇 盏 此 , 亦 不 幸 也 , 非 

其 愿 也 ”"。 嘉 靖 k 江 阴 县 志 》 卷 四 风俗 则 言 :农夫 "三 时 农忙 , 率 

其 妇 子 力作 ,机 间 车 次 , 劳 甚 ”。 

尾 山 :嘉靖 # 尾 山 县 志 少 着 一 风俗 载 :乡村 妇 女 最 为 勤 蘑 ， 

Ttil 站 艺 菜 : 留 青 日 札 3 郑 王 “ 男 吉 训 耕 "条 。 

12] 对 阵 : 出 半 集 3 着 」 六 上 与 土 百 郝 - 首 ?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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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0geT1 了 过 出 到 疝 邮 油 共 内 

凡 蒲 夯 浊 获 标 棍 之 事 , 与 男子 共 其 劳 。 "这 则 史料 和 上 面 所 引 

江阴 的 宁 料 : - 样 ， 都 清楚 地 说 时 当时 农家 妇 玄 在 大 田 农 作 中 

与 男 了 共 劳 。 

名 蝎 : 万 历 《 早 明 县 志 少 着 一 风俗 记 : “妇女 勒 于 纺织 ,，[ 口 | 

( 引 者 按 :此 处 原 缺 一 字 ) 不 恢 户 .其 在 乡 者 助 农 耕 浊 .给 多 饶 

而 已 , 余 非 所 及 也 。 “可 儿 男 妇 殉 亦 耕 亦 织 。 

从 这 些 记 述 来 看 ， 家 家 旭 妇 和 在 大 田 农 作 中 形 担 的 工作 问 

级 子 -: 梓 ,并 不 仅 限 于 辅助 性 工作 。 正 因 妇 此 ,嘉靖 时 人 人 何 尽 

俊 存 论述 恰 江 的 水 田 生 产 时 ， 示 会 把 去 妇 一 大 作为 -个 标准 

的 生产 单位 [1 。 这 里 还 格 补 充 的 是 : 何 氏 所 言 , 看 来 应 是 尘 日 

松江 .太仓 一 带 的 常情， 因为 在 与 松 、 太 - : 江 之 隅 的 南通 ， 

直 择 万 历时 ， 世 还 是 以 一 去 一 妇 作 为 一 个 水 田 生 产 的 基本 单 

亿 [1。 而 南通 在 农业 及 农村 手工 业 欧 生产 方式 方面 , 一 向 与 

松 . 太 并 无 很 大 善 别 。 与 此 相对 有 照 的 是 , 目 明 末 起 , 在 一 些 地 

方 ( 特 别 是 夭 科 产 区 1) 的 文献 (例如 & 补 农 书 上 中 ,水田 生 产 的 

标准 生产 单位 4 或 基本 生产 单位 ) 却 兵 包 括 农 夫 -人 而 不 入 上 帮 

农妇 了 [1。 这 电 从 另 一 个 方面 表明 : 明代 江 责 农家 妇女 确实 

参加 大 田 生产 并 在 大 田 生 产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。 

(二 ) 农 夫 参 加 纺织 劳作 

在 明代 前 期 的 江南 , 麻 在 和 芝 织 业 中 的 地 位 还 很 重要 ,尚未 

完全 被 棉 碾 取代。 由 于 麻 的 演 制 . 纺 绩 不 完全 是 冢 庭 作 业 ,所 

以 很 难说 这 些 都 是 农家 妇女 的 工作 1I41。 至 于 织 { 麻 ? 布 , 则 有 

LI 和 何 县 放权 四 丰 毅 此 谈 》 准 于 四 中 十 。 

F2]1 万 历 & 通 州 志 + 着 一 风 供 。 

13j】 允 喇 事 伯 草 : 人 大 糙 十 亩 "与 明 稍 汇 南 农 民 的 经 营 规模 }， 

14 上 晃 康 明寺 论 畔 耕 诡 妇 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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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 明确 阐明 这 并 非 妇女 所 专 。 田 子 不 仆 参 加 织 { 麻 ) 布 , 而 

且 . 往 往 还 是 织 布 工作 的 主要 角色 - 攻 山 就 是 :个 典型 的 例 

了 于。 据 嘉 靖 # 昆 山 县 志 》 卷 一 风俗 ,在 该 县 ， 麻 缕 机 织 之 事 , 则 

骨 子 素 习 天 ,好 人 或 不 如 地- 。 一 直到 清 代 中 期 ,江南 硫 织 业 

中 的 情况 似乎 还 是 如 此 。 因 此 乾隆 《安吉 州 志 》 着 人 风俗 载 : 

“ 妇 妇 以 家 种 基 , 麻 纺 续 之 , 雇 攻 织 成 { 布 )。 "可 见 这 时 安吉 织 

布 仍然 还 是 弄 子 的 工作 ， 尽 管 他 们 是 农村 中 专业 的 手下 匠人 

而 非 普 通 的 农夫 。 

棉 取 代 麻 而 成 为 药 织 业 的 主要 原料 ， 导 狼 明 代 江 南 农 

家 入 织 业 发 生 了 重 天 变化 。 由 于 柱 纺 织 更 适 人 台 于 妇女 的 劳 

动 特点 11, 所 以 妇 刀 也 成 为 了 江南 农家 棉纺 织 业 的 主要 承 

择 者 . 尽管 如 此 ,明代 江南 农家 男子 人 未 完全 退出 家 庭 色 识 

业 - 这 一 点 ， 即 使 在 明 末 江南 柿 纺织 业 最 发 达 的 地 方 如 常 

熟 .上 海 等 地 亦 可 见 之 。 例 症 据 崇 祯 《常熟 县 志 》 卷 二 风俗 ， 

该 其 农民 “农事 撤 力 ， 于 耕 际 则 男 立 纺 绩 ， 无 游 手 游 食 之 

习 ”-. 区 , 持 天 启 末 年 在 上 海 . 嘉 定 一 带 传 教 的 葡萄 牙 传 教士 

矢 德 昭 【Padgre Alvaro Semedoy 所 记 ， 当 时 上 海 县 城 及 郊区 有 

织 布 机 达 20 万 台 之 多 和。 而 与 剖 氏 同时 的 意大利 传教 士 利 

玛 密 《Mathew Rieciy 也 说 此 时 上 海兵 城 和 郊区 的 大口 共 有 

30 余 万 ,其 中 织 布 工人 达 20 万 [31。 换言之 ,上 海 城乡 每 三 个 

人 中 就 有 织 工 两 人 ,每 人 操作 织 机 一 部 。 曾 氏 {! 以 及 利 氏 ) 所 

言 数字 , 西 岛 定 生 认为 可 能 有 所 夸大 上 41， 不 过 从 另外 的 记载 

来 看 . 如 果 这 些 人 口 数字 是 指 成 年 男友 的 数量 的 话 , 那么 伺 

[1] 有 丘 可 明 疏 沦 男 灯 充 织 ?。 

13| 驮 阅 西 风 定 生 区 中 国 竹 济 中 研究》,857 钠 。 

1s] 条 到 宋 与 多 尼 阁 六 利 玛 密 中 国 札 志 $# .598 页 。 

[41 本 蜗 定 生 罗 中 辐 姓 消 中 研究, 站 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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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 还 是 相对 可 信 的 01。 据 此 , 苦 是 当时 上 海 的 每 个 家 庭 有 成 

年 人 三 人 ， 其 中 一 人 是 这 个 家 庭 的 主要 劳动 方 【《 即 农夫 与 农 

妇 .。. 祭 下 一 人 为 丧失 或 部 分 袁 失 了 劳动 力 的 老人 )。 那 么 这 阿 

个 劳动 力 都 各 操作 一 部 织 机 织 布 - 与 幼 纷 机 比 , 织 布 是 一 重 需 

要 体力 和 技艺 较 多 的 工作 , 通常 只 能 由 成 年 劳 雪 力 担任 ， 因 此 

在 这 个 家 庭 中 也 只 有 这 对 夫妇 能 够 从 事 织 布 工作 。 此 外 , 其 他 

的 史料 也 显示 在 明代 中 期 以 来 的 松江 府 一 市 , 纺 纱 主要 是 农家 

老 幼 的 工作 四。 在 这 样 的 情况 下 , 农家 男 了 从 事 棉 织 , 丰 至 以 

棉 织 为 主 业 ,是 必然 的 31。 

(三 ) 男 子 从 事 育 蛋 与 丝 织 

在 明代 以 前 的 江南 ， 育 系 与 丝 织 似 乎 主要 由 农家 妇女 尘 

担 。. 但 是 至 少 在 明 末 清 声 ,也 述 有 记载 说 男子 参加 这 些 工 作 : 

LI 说 如 , 撕 谈 和 计 & 刘 林 杂 组? 隆庆 六 和 牛 上 桨 全 县 在 边 男 妇 总 籽 汶 19 万 杀人 (【 轴 

1 绢 532 大 , 克 [ 34425 大 -如果 成 年 [ 丰 揭 实 际 点 数 抽 依 几 和子 在 藉 柳 , 那 冬 成 年 蛋 

妇 总 获 合 于 为 把 全 厅 , 与 利 氏 所 育 - 吾 。 马 ,而 握 员 郴 + 装 虎 葵 水 著 拉 名 和 五 历 

时 的 上 海 , 号 ' 小 站 州 " ,种 锅 之 仰 络 于 世 中 者 .天良 荔 十 山大 "。 因 此 ,是 管 当时 

]. 病 的 宣 际 A 口 整 很 可 能 去 夫 超 过 各 沼 万 ,人 是 如 果 除 去 办 攻 航 多 的 媳 地 商人 

后 ,市 地 成 年 人 口 串 能 也 就 是 如 款 毛 ， 

[2 崩 请 计 南 昧 入 忠 研究 中 避 测 为 上 引用 的 一 舟 话 :, 旺 ， 乱 闪 开 止 多 薄 , 遇 成 中 亦 

然 。 里 媚 展 报 鳞 大 方 , 妃 天 棉 以 呵 , 明 昌 蓉 抱 钙 以 和 补 ,无 摧 蛮 亲 。 "这 和 具 襄 最 早生 寺 

正 知 X 榨 江 府 志 》 耸 四 风俗 ,尔后 则 三 活 磺 下 其 他 地 方志 ! 敌 阅 昊 夭 明 :我 国 玫 工 

棉 委 阁 业 为 作 衬 长 期 停留 在 家 星 手 工业 了 赃 了 知 。 之 所 以 如 此 ,. 旦 因 为 及 名 村 营 动 

吉 的 技 刀 和 人 虱 媳 要求 , 均 太 织 布 鸭 要 :因此 ,在 臣民 穴 应 里 ,和 甬 人 台 理 的 分 上 自然 基 

成 年 田 喜 劳动力 织 布 ,而 站 证 出 事由 农家 攻 惩 承 皇 . 

131 进 靖 并 竹 县 去? 巷 一 风俗 说 : "镇 市 英 于 普 上 晓 攻 红 - “此 钼 所 说 的 " 交 红 部 下 组 

布 . 市 镇 上 的 办 了 织 布 ,农家 男 于 也 未 必 例 外 ， 基 ,在 当时 的 上 淤 . 织 布 亿 马上 成 洲 

当地 人民 的 主 业 - 由 于 当地 左 攻 上 民 都 专 力 于 刻 布 : 氏 至 馈 布 能 力 支 夫 超 过 本 地 

入 全 能 届 . 从 而 引起 栅 手 代 应 此 启 。 为 解决 此 问题 , 上 谊 不 骨 丰 从 附近 地 区 输入 

榜 冰 【 扰 圆 李 伯 重 , 《水 转 友和 货车 戈 此 历 虫 辣 运 一 一 兼 论 明 清 中 国 柯 以 末 能 汰 生 

工业 革命 y)。 和 在 这 种 情况 下 , 宕 家 成 年 劳动 方 不 论 男 玄 , 玫 专 力 于 馈 布 ,是 很 自 状 

的 珀 得 ， 

过 了 8 



典型 的 例子 虹 于 唐 款 《4 洪 书 》 下 篇 下 情 贫 $》 所 记 清 初 苏 州 府 吕 

泽 镇 的 情况 。 该 镇 是 江南 重 权 业 中 心 之 一 ， 簿 村 业 与 丝 织 业 

是 当地 届 民 的 主要 生还 。 从 唐 氏 所 言 来 看 ,在 该 地 ,人 育 亚 与 丝 

级 虽然 主要 是 妇 玄 的 工作 ， 但 基 也 有 一 些 家 庭 是 “去 好 并 

作 -。 不 仅 如 此 ,这 种 “去 妇 并 作 "的 劳动 生产 率 阴 显 地 高 于 有 只 

是 旭 女 工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。 例 如 ,根据 明 精 江南 枝 园 亩 产量 、 

蚕食 桑 叶 量 以 及 种 北 农 夫 和 和 育 短 农 旭 的 工作 效率 ， 一 对 农家 

夫 如 (农夫 种 棵 并 种 稍 ， 农 妇 育 查 ) 每 年 大 致 可 以 种 枝 I 一 2 

调 ,育林 10 入 上册 下 , 产 丝 志 斤 左右 I01- 然 而 撕 唐 杜 说 ,在 需 评 

的 专业 恰 柔 户 ， -对 帮 妈 的 生产 规模 可 以 达到 “ 杜 尽 八 亩 , 获 

鳌 六 十 四 斤 ”, 而 原因 就 是 在 种 又 养 短 的 活动 中 实行 “夫妇 并 

作 "”。 在 毕 织 业 中 情况 亦 相 似 。 唐 氏 说 :该 地 丝 织 生 产 的 一 般 

工效 是 "一 妇 之 手 , 岁 可 断 百 匹 ( 细 )”, 但 是 “ 夫 并 作 则 售 ”"。 从 

此 可 网 , 在 17 世纪 后 半期 江南 的 短 权 业 中 心 , 男 闻 和 妇 如 

同 从 事 育 三 与 华 织 劳 动 的 情况 是 存 碍 的 。 

需要 指出 的 一 点 是 :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,经 织 业 生产 日 益 向 

城镇 转移 ， 而 且 日 益 成 为 专业 化 男性 手工 匠人 的 工作 。 困 此 

在 丝 织 王 中 ,“ 如 织 ” 之 说 至 少 存 明 末了 以 后 似乎 就 已 不 具 多 大 

普遍 性 了 。 

以 上 这 些 都 表明 :至 少 在 16.17 世纪 ,江南 许多 地 方 的 家 

家 妇 妇 仍 然 和 男子 -- 样 从 事 天 田 农 作 并 在 大 田 农 作 中 起 着 重 

对 作用 ， 同 时 农家 男子 也 和 妇 玄 - 同 从 事 家 庭 纺织 业 甚 至 育 

大 业 (尽管 后 一 情况 做 乎 较 少 )。 换 言 之 , 农耕 尚未 为 男子 所 

董 断 , 而 纺织 也 还 没有 被 妇 玄 所 专 抛 。 因 此 ， 去 妇 闪 作 ” 仍然 

是 江南 许 才 农家 的 劳动 安排 方式 ,是 没有 问题 的 。 

[1 地 伯 事 :明和 清江 南 重 村 国庆 量 考 #- 

古村 下 

wm 

[站 对 村 明 ] 遇 林琳 首 溃 上 到 
T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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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O5S7Z1 上 考 纳 到 六 有 彰 油 臣 霄 

【和 本 号 了 

清 代 江南 农家 " 男 耕 女 织 "的 发 展 

尽管 一 直到 明 林 ,体现 农民 家 庭 内 部 "男女 同 工 "的 "去 妇 

并 作 ” 靳 动 安排 方式 在 江南 仍 烦 为 普 过 , 人 是 我 们 也 应 看 到 : 

体现 农民 家 许 内 部 男 辫 分 工 的 “ 男 神 飞 织 "方式 ,不 促 在 明代 

以 前 很 入 就 只 在 江南 出 班 ， 而 号 这 种 方式 到 了 明 找 流行 日 这 

上 这 , 颇 丰 取代 “夫妇 间作 ”模式 的 看 执 ， 然而 , 从 全 地 区 来 

看 , 得 至 明 林 , 这 -变化 过 程 尚 远 未 完成 , 要 惠 清 代 中 期 才 大 

致 结束 。 换 吾 之 ,一 直 要 到 精 代 中 期 ， 男 耕 交 织 " 才 成 为 江南 

农家 芳 动 氧 排 的 支配 性 模式 。 而 且 : 即 使 如 此 ,在 清 代 中 期 江 

南 的 一 些 邮 方 ,. “去 妇 并 作 ” 的 模式 仍然 在 不 同 的 程度 上 和 企 

在。 在 考察 这 一 过 程 的 时 候 , 我 们 特别 要 注意 :中 于 江南 各 地 

生产 方式 的 差异 ， 上 上 述 转 变 过 程 在 时 空 两 方面 均 具 很 大 的 不 

平衡 性 , 所 以 必须 眼 所 不 同 的 地 区 来 讨论 问题 , 而 不 能 以 “一 

刀 切 "的 简单 方法 对 符 之 。 

(一 ) 稚 又 产 区 " 男 耕 文春 ”的 发 展 

重 双 地 区 的 农家 妇女 ,脱离 大 田 农 作 较 早 。 早 在 明代 中 期 ， 

潮州 和 苏州 的 农家 妇女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就 已 不 下 下 四 劳动 了 。 同 

时 ， 由 于 丝 织 业 日 益 集 中 到 厌 镇 , 所 以 农家 妇女 脱离 丝 织 业 的 

葛 劳 也 日 渐 明 显 。. 四 此 之 故 ,在 簿 和 柔 地 区 ,发 展 起 来 的 是 一 种 我 

们 称 之 为 " 男 耕 女 橙 "的 模式 。 

损 徐 页 忠 & 吴 兴 人 掌故 集 # 着 十 二 , 喜 婧 时 的 炙 州 与 苏州 , 妇 

嘉 因 “" 有 竺 . 绢 之 工 ” ,不 芭 钾 织 布 ,也 不 做 其 他 工作 ,所 以 其 一 

年 的 劳动 总 共 尚 不 抵 松 汇 妇 妆 一 月 的 过 动 量 。 稍 后 ， 田 艺 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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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人 & 留 青 日 札 》 着 -一 上 一 “插秧 妇 诗 ?条 中 , 措 真 “江北 妇 玄 皆 务 

农 , 其 夫 反 证 歌 击 鼓 , 大 陋 风 和 也 ”。 田 氏 是 杭州 人 ,认为 长 江 

以 北 的 农家 妇 玄 下 田 劳 动 是 “陋习 ”, 可 由 在 江南 簿 又 主要 产 

区 之 一 的 杭州 ， 妇 女 已 不 再 下 田 劳 动 。 蛋 村 地 区 妇女 脱离 大 

妨 农 作 的 最 根本 原因 , 在 于 大 田 农 作 与 养 奉 (包括 错 丝 ) 两 种 

牛 产 活动 在 生产 季节 上 彼此 冲 窗 。 育 每 活动 中 最 繁重 的 工作 

在 农历 四 月 ， 所 以 在 蚕桑 业 发 过 的 地 方 ， 四 月 也 被 称 为 “ 乔 

月 "。 然 而 , 农历 四 月 同时 也 是 大 田 生 产 的 最 忙 时 期 ,收获 涯 

花 . 整 地、 插秧 等 工作 都 集中 在 这 个 时 期 。 如 果农 户 养 每 数量 

不 冤 ,那么 农 、 重 之 间 的 予 盾 还 不 会 太 尖 锐 。 但 若是 农家 生产 

的 重点 转移 到 了 等 桑 业 生产 上 ， 那么 这 个 矛盾 就 会 发 展 到 二 

者 不 可 得 兼 的 地 砂 。 在 这 种 情 狗 下 ,农家 妇女 或 是 下 田 ,或 是 

养 矢 . 只 能 择 其 中 之 一 而 为 之 。 

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江南 的 蚕桑 业 生 产 比 明代 有 重大 发 展 , 但 

是 一举 产 区 的 地 域 范围 却 并 流 有 驳 大 变化 。 这 意味 着 在 原 有 

的 和 大 桑 产 区 内 ，-- 毅 农家 平 询 养 乔 的 数量 较 前 有 站 大 的 增 

加 。 正 因 如 此 ,所 册 到 了 清 代 , 养 乔 才 成 为 了 等 村 产 区 农村 生 

活 的 中 心 。 融 隆 & 潮 州 府 志 着 二 十 七 说 :“ 重 事 .……… 湖人 匹 

以 为 先 务 ,其 生计 所 资 , 视 田 几 过 之 。 且 为 时 促 而 用 力 倍 劳 。 

方 查 月 农夫 女 红 . 斥 脐 绢 宵 , 痪 顾 以 祈 系 事 之 成 。 因此 

在 农历 四 月 “官府 至 为 罢 征 收 , 禁 色 摄 "。 地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原 

固 ,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地 方 文献 ,也 一 再 对 农家 妇女 不 能 下 四 劳 

动 的 原因 做 出 明确 的 解释 。 例 如 ,湖州 人 证 策 震 的 《 结 丝 》 诗 

描绘 四 月 中 名 《 小 满 节 前 后 ) 的 农村 情景 道 :“ 汲 水 然 薪 将 蔚 

滞 ， 冻 车 播 动 风电 动 。.…… 插 筷 车 水 尊 如 去 ， 男 儿 下 田 屋 无 

人 。 小 姑 滞 水 更 如 薪 ,新 妇 缮 丝 色 过 银 …… “0 这 已 表明 妇女 

11] 见 整 障 & 宰 州 府 吉 # 着 三 上 七。 

- 一 + - 

有 有 

旺 吼 十 - 有 中- 

「 获 冰 区 曙 |] 遇 [下 间 辐 溃 ] 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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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盘 事 不 能 下 田 劳动 。 道光 时 代 的 湖州 农 节 k 西 吴 重 略 着 上 

说 得 更 为 清楚 :“ 男 工 唯 铺 地 后 及 绿 丝 可 以 分 劳 . 又 值 田 工 方 

兴 之 际 ,不 肯 总 国人 共事 , 故 ( 养 系 及 线 丝 ) 自始至终 , 妇 功 坏 届 

其 卢 ":“ 闫 系 始 生 至 一 短 成 丝 ， 首 尾 六 十 余 只 ， 妇 女 劳 昔 特 

其。 其 饲 之 志 , 管 灯 寞 曙 , 夜 必 六 七 起 。……( 咀 叶 ) 参 差 , 皆 一 

定之 法 , 稍 不 经 意 . 其 病 立 现 。 ”四 于 妇女 专 力 于 养 重 纺 丝 ,日 

然 不 能 下 由 参加 整地 与 搬 宙 。 在 红 丝 结束 之 后 ， 她 们 基 否 参 

加 以 后 的 田间 管理 和 收获 工作 , 史籍 中 也 很 少 业 到 DI。 起 人 

在 农 亲 时 节 的 主要 工作 是 什么 ?《 东 林 呈 上 志 少 说 :女工 , 唯 育 

性 绢 丝 最 为 勤 苦 。 余 时 雪上 虫 , 唯 朱 绢 线 续 兰 以 消 求 本。 从 

… 些 明 清 江南 农 书 、 小 谱 来 看 ， 情 这 确实 如 此 。 不 过 ， 毕 、 

绵 的 加 工 〔〈 如 挫 丝 、 打 绵 线 ) ， 虽 然 事 记性 不 很 绰 ， 可 以 用 

岗 余 时 间 进 行 ， 但 很 站 人 滤 ， 再 需要 相当 的 技艺 41。 此 

外 ,尽管 丝 织 业 日 益 集 中 到 城镇 ,但 是 仍然 还 有 相当 数量 的 农 

家 妇女 在 家 织造 品质 较 抵 的 绢 .网 等 织物 [4 。 总 之 ,即使 在 养 

春 的 大 忙 季节 过 去 以 后 ， 和 翼 桑 产 区 农家 妇女 的 主要 工作 也 不 

[058T 一 上 ET 关 渤 此 型 门 避 水 齐 峭 

[1 与 此 形成 鲜明 对 照 的 旦 . 在 江南 的 非 天 又 产 区 . 动 有 较 事 的 记载 明 农家 妇 

妇 或 过 或 消 地 驮 加 大 田 生 产 ， 直 此 也 可以 扒 灯 :和 虱 柔 产 民 的 农家 妇女 确实 较 

少 大 如 太田 农 居 。 

L21 3 引 自 光 闭 才 乌 程 县 志 ? 如 二 十 内 风 供 。 

{13] 下 和 尹 必 须 加 工 为 经 鲁 和 锦 熏 之 后 方 能 土 机 摧 作 。 这 种 工作 , 邦 是 白 妇 去 齐 

拍 、 例 如 明代 小 说 长 - 片 情 # 第 一 着 第 一 回 说 潮州 农村 则 玄 ， 表 “ 以 打 线 为 

笑 "。 喜庆 《本 林山 志 ? 卷 二 十 - :天 格 谤 : 友 于 十 果 后 峙 学 打 绵 并 , 梧 士 人 无 有 

赶 和 莹 者 . "道光 《霸主 镇 志 ? 卷 “说 该 镇 扎 转 农户 " 草 有 鳃 经 成 组 铀 者 . 护 经 以 

己 丝 为 立 . 管 于 牙 行 , 谓 之 多 既 : 取 此 于 行 , 代 生 而 受 其 值 , 调 之 料 经 ":, 药 坚 就 

基 将 下 接 为 经 线 。， 缚 丝 和 打 绵 线 工 具 十 分 向 隔 , 打 绠 工具 忆 旺 鱼 鲁 二 直面 

局 , 芒 紫 工 落 很 松下。 不 过 这 些 狂 计 需 要 由 当 的 技艺 ,所 以 从 十 风 就 需 开 始 学 

习 . 

[4 例如 # 放 氏家 书 和 护短 务 " 菩 湖 州 岛 程 的 天 村 .家 察 电 风 。 唐 是 《 潜 蔬 下 简 下 《二 

贫 } 则 记 志 才 秤 农户 自己 种 柔 育 短 ,过 丝 织 辆 。 其 ,一 引 道光 4 本 这 镇 志 ? 登 二 

也 说 造访 周 力 农户 " 织 鲍 则 有 力 者 和 雇 人 .其 覃 过 自 为 之 "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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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天 由 农 作 

很 明显 , 随 着 邦 桑 生产 的 扩大 , 自明 林 到 消 中 时 , 江南 乔 

桑 产 区 农家 妇女 脱离 太田 农 作 的 程度 日 益 提 高 。 因 此 之 故 ， 

到 了 清 代 前 中 期 ,“ 男 寿 女 恰 ” 才 成 为 江南 重 权 产 区 农家 男女 

劳动 安排 的 冯 配 性 模 忒 。 

(二 ) 永 舟 和 棉花 产 区 “ 男 耕 女 织 "的 发 展 

在 重 桑 产 区 之 外 的 江南 其 他 地 区 《 即 水 舟 产 区 和 棉花 产 

区 ), 也 存在 着 农家 妇女 脱离 大 下 农 作 的 趋 问 . 尽管 情况 不 如 

尼桑 产 区 那么 明显 ， 

农 繁 妇 允 参加 大 由 农 作 的 记载 , 清 代 仍 有 之 ,典型 章 例 如 

康 灵 五 十 一 年 《 常 束 县 志 少 卷 一 风俗 :“ 女 于 不 庄重 又 , 娴 于 缩 

纬 药 织 . 农 冢 栽 悉 译 水 , 皆 男 女 杂 作 ,未 但 操 舟 馆 傈 调 马 。 罗 

隆 上 4 吴县 志 》 着 一 十 四 风俗 :" 吴 农 治 四 ,男女 效力 。 春 耕 悟 铀 ， 

夏 耘 路 车 , 老 细 俱 前 。 ”又 如 乾隆 未 年 铭 善 说 : 在 松江 棉花 产 

区 “种 棉 之 农 , 大 大 妇 妇 , 酒 汗 地 柄 ,人 踏 二 亩 "LI1。 不 过 相对 

而 言 ,这 类 记载 以 在 清 氏 前 期 的 文献 较为 志 见 ,而 到 了 清 代 中 

期 , 则 已 较 灾 见 。 而 且 , 在 若干 有 明确 记载 说 明代 农家 妇女 参 

加 大 奋 农 作 的 地 方 ， 至 请 代 中 期 ， 妇 女 也 不 再 如 此 例如 江 

阴 , 示 莉 九 年 县 志 郑 三 风俗 记 其 时 “妇女 风 " 云 : “至 大 远 乡 田 

售 . 晨 诬 夜 织 ，'…… 此 江 邑 妇女 之 太 概 也 。 洲 境 值 贫 劳 ， 亲 汲 

流 , 育 泥 涂 , 固 非 所 感 , 盖 不 得 已 而 然 -“ 可 见 妇 女王 田 , 已 非 

普遍 和 情 癌 。 和 尔后 , 道光 二 十 年 县 志 着 加 风俗 记 “ 妇 妇 风 ”" 时 更 

只 说 :“ 农 妇 专 事 萝 织 ， 碌 饶 饥 之 劳 " ， 根 本 不 再 提 及 下 田 劳 

动 。 由 此 可 和 昂 ,原先 从 事 大 田 农 作 的 江阴 的 农家 妇女 ,到 了 清 

[1] 坎 普 :站 格 同 和 收 于 《 主 朝 经 世 文 编 # 卷 二 十 八 户 政 )。 

] 

「 禾 对 村 肖 ] 节 [并 状 族 证 ] 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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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sz1 1 和 渤 前 可 首 量 油 绅 册 

站 1 是 1 

代 中 期 ,已 不 再 下 用 劳 动 了 。 应 当 广 意 的 是 ,这 种 情况 在 1850 

年 以 后 及 有 所 蛮 化 。 合 如. 据 散 隆 五 十 八 年 《南汇 县 志 + 状 十 

五 风俗 .当地 妇 子 * 事 和 井 四 之 余 ,刺绣 肯 畜 ,无 不 精 好 。 至 于 村 

市 入 织 , 尤 尚 精 克 。 他 邑 赴 用 两 措 扒 -名 者 ,省 手 车 。 理 虽 多 

一 手 二 纱 , 以 足 适 轮 者 , 名 脚 车 , 率 日 成 … 匹 ,其 有 -- 日 两 由， 

通宵 不 麻 者 - 所 出 布匹 日 以 万 计 ,以 织 助 糙 , 红 女 有 万 项 ”. 可 

见 农家 妇 妇 全力 集中 于 纺织 ,不 卞 田 劳作 。 不 仅 如 此 ,她 们 其 

至 连 车 水 这 类 的 工作 也 不 参加 ,所 以 同 卷 所 收藏 至 能 “田家 人 洒 

只" 诗 云 生 下 田 情 水 出 江 流 .高 全 秋江 赣 上 沟 。 地 势 不 齐 人 万 

层 , 子 男 常 在 水 车 头 ”, 明确 说 车 江 只 由 男子 威 担 。 然 而 到 了 

太平天国 战 争 以 后 ， 情 况 艾 大 不 一 樟 。 据 同治 《南汇 县 新 志 

稿 》 卷 五 风俗 :… 傍 浦 种 筷 稻 者 十 之 三 ,种 本 帽 者 十 之 七 。 妇 女 

翼 馆 外 , 奈 获 车 灌 与 男子 共 作 苦 ,盛夏 未 日 中 , 薄 草 相 田 , 俗 谓 

脱 花 ，…… 汗 雨 交流 , 热 极 就 卉 搬 水 饮 之 , 甚或 和 衣 和 水 涅 片 

时 。 示 特 旬 家 好 玄 为 然 ， 即 讽 馅 家 亦 必 射 亲 操作 ， 俗 请 领 脱 

花 。 ”因此 , 我 们 不 能 把 太平 天 国 战 争 后 的 又 再 出 现 的 现象 ， 

视 为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情况 。 

当然 ,农家 妇女 参 加 拔 和 负 .车 田 .棉花 打 心 .收获 等 农活 ， 

以 及 在 水 旱 不 时 的 年 维 参 机 车 浇 的 记载 ， 在 明代 中 后 期 和 清 

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文献 中 都 不 少 。 但 我 们 同时 也 应 看 到 : 这 些 

农活 ,或 者 劳动 强度 相对 较 轻 .时间 要 求 较 松 { 如 氢 秧 . 芙 由 、 

打 心 、 收 获 ), 可 视 为 辅助 性 的 工作 ;: 或 者 非 每 年 必需 〈 如 车 

灌 )， 可 称 之 为 非常 规 作 的 工作 。 因 此 寻 4 鼠 参 加 这 些 工作 , 并 

厅 意 味 着 她 们 在 农业 生产 中 起 重大 作用 。 即 使 就 这 些 生 助 性 

工作 或 非常 规 性 工作 而 言 ， 妇 女 套 加 的 程度 似乎 也 颇 为 有 

限 。 正 因 如 此 , 自明 代 中 期 开始 ,江南 宕 业 中 合用 短工 《以 此 

忙 工 . 盘 工 、 伴 工 等 ) 日 益 增多 ,而 刘 清 代 中 期 更 为 盛行 。 农忙 

时 节 雇 全 短工 ， 对 束 补 究 民 在 有 关 生 产 环节 上 的 劳力 和 不足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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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个 很 大 戎 助 。 在 消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一 些 地 区 更 出 更 了 租 牛 车 

水 万 全 专业 化 的 “包车 水 者 ”190 ,使 得 农民 可 以 求助 家 许 外 部 

的 人 膏 力 解 块 漠 浙 方面 的 问题 ， 而 并 不 一 定 要 依 软 于 家 肉 妇 

女 的 劳动 。 戟 降 员 县 志 》$ 卷 二 上 四 疯 俗 在 说 “ 吴 宜 治 田 , 册 云 

效力 。 奉 糙 饶 钢 ,小 起 中 车 , 老 细 俱 季 "一段 话 后 ,马上 又 接着 

说 人力 少 者 , 雇 单 丁 以 事 其 事 ,或 长 麻 , 或 得 雇 -: “这 类 农 什 - 

短工 的 增多 和 六 业 化 束 包 家 活埋 的 出 现 ， 世 从 娘 外 -个 方面 

还 明了 农家 妇女 在 大田 农 作 中 作用 的 下 降 : 如 果农 家 旭 交 仍 

然 下 田 芳 动 ， 性 么 宏 家 有 何必 要 懈 人 谓 短 工 或 出 钱 请 人 承包 农 

活 呢 ? 这 些 短 奔 或 诛 也 者 的 工作 效率 和 质量 ， 肯 定 都 要 优 寺 

家 家 妇女 。 他 们 之 在 太田 农 作 中 取代 农家 妇女 ， 万 是 农耕 为 

别 子 所 去 的 进一步 发 展 ， 

然而 ,农家 妇女 脱离 人 田 农 作 ,并 旧 退 出 生产 劳动 。 她 们 

以 续 头 回 色 家 里 ， 为 的 是 能 够 更 集中 于 由 纺织 。 及 管 清 代 江 

南 的 棉 久 织 业 的 生产 规模 比 明 代 大 大 扩大 了 ， 但 是 这 一 扩 太 

却 蚌 租 过 农家 妇女 更 加 转 疝 棉 葬 织 业 而 达到 的 . 因此， 柳 红 

络 业 的 扩张 与 农家 妇 玄 的 脱离 农 作 是 同一 事物 的 两 个 方面 。 

后 时 ,我们 还 可 看 到 在 农村 株 鳃 织 业 扩大 的 过 程 中 ,农家 男子 

不 记 没 有 更 究 地 投入 棉纺 织 业 生产 ， 相 反 司 是 越 来 越 上 蝗 吕 地 

退出 这 种 生产 。 因 此 到 了 请 代 明 中期， 关于 江南 农家 男子 从 

事 纺 织 的 记载 虽然 也 还 有 E, 但 已 较 少 克 , 而 玉 多 为 蓄 证 之 

[上 租用 牛 力 车 汪 的 例 了 ,如 靖 初 上 得 名 廷 避 家 种 本 条 , 槐 划 ,要 付出 一 笔 歼 量 可 

澳 的 " 排 咎 车 费 "《 姓 延 避 :二 历年 记 引 。 "直言 水 者 " 必 现 较 角 ,到 道 玫 时 代 广 

首 见 于 头 举 # 糊 部 农 宵 放飞 有 包 扯 本 者 , 率 疹 于 一 南 , 以 男 之 商 低 冶 等 ， 硬 

秋田 中 缺 汶 , 则 为 之 巾 证 上 水 。 设 频 导 两 ., 则 彼 可 坐 获 其 下。 ” 

[21 语 如 林则徐 说 道光 时 牧 的 荔 ， 检 两 府 的 许 雪 地 睛 ,“ 男 妇 站 人 钙 为 生 者 十 压 五 

六 “林立 岂 公 政 熙 江 薄 于 篇 " 着 二 和 江 荔 阴 了 十 连 巡 田 禄 娄 站 情 形 片 和 。 三 

过 这 上 烙 的 概述 这 于 简略 ,很 难说 明 农 家 男 如 在 久生 生 产 中 到 底 各 明 承 担 必 

各 县 候 工 作 以 各 上 发 挥 束 上 作用 等 情况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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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 .不 能 和 使 人 清楚 地 了 鲜 有 藉 具 体 情 况 。 这 个 现象 ,恰恰 说 明 

只 有 到 了 于 此 时 ,棉纺 织 业 才 俱 正 为 妇 妇 所 专 - 

总 之 ,在 明代 汪 南 农家 男 垃 劳动 的 安排 方面 , 以 “ 男 耕 雯 

组 "为 代表 的 男女 分 工 模式 虽然 早已 存在 ,而 且 自 明 中 后 期 以 

后 .农家 妇女 逐 滁 脱 腐 农 作 而 专 力 于 育 和 一 与 棉 药 织 .男子 脱离 

株 纺 纪 而 全 力 耕 作 的 痊 向 已 很 明显 ,但 是 大 体 而 言 ,在 明代 后 

期 以 前 , 以 “天 妇 并 作 ” 为 代表 购 男 女 同 . 工 模式 仍然 占有 重要 

的 地 仓 。 一 直 要 到 了 清 代 中 斯, 以 " 男 耕 女 织 ”为 典型 形式 的 

男 双 劳动 分 工 . 才 真正 得 到 洁 分 的 发 展 。 因 此 ， 男 耕 女 织 " 之 

成 为 江南 农家 勇 女 劳动 安排 的 支配 性 模式 ， 应 当 是 清 代 中 期 

的 事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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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男 耕 女 织 ”与 “ 池 边 天 ” 

角色 的 形 戌 

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 冢 妇 文 区 动 尊 题 

探讨 之 二 

在 质 文 人 从 “去 妇 并 作 ” 到“ 男 耕 女 织 " 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

妇女 劳动 问题 探讨 之 一 4《 以 下 算 称 《探讨 之 一 四 中 , 我 曾 指 

由 :“ 田 寿 女 织 "这 一 农家 劳动 安排 方式 . 虽然 出 现 很 时 ,但 是 

一 直 要 到 铺 代 中 期 ， 才 在 江南 发 展 成 为 一 种 云 配 性 的 样式 。 

在 村 文中 ,我 将 继续 对 “ 男 耕 妇 织 "的 癌 题 进行 探讨 ,中 心 论题 

是 这 一 劳动 实 排 方 式 所 迟 现 出 的 深刻 内 容 以 及 它 所 赖 以 发 展 

的 经 济 背 最 。 

一 ， 明 清江 南田 耕 玄 织 "的 背景 

一 一 农家 男女 劳动 专业 化 的 条 件 

依据 劳动 者 的 人 必 生 理 条 件 的 差别 而 在 生产 活动 中 实行 

性 别 分 工 . 已 有 久远 的 历史 。“ 男 耕 女 织 ” 是 性 别 分 工 的 主要 

形式 之 一 ,但 正如 & 探 讨 之 --# 所 示 ,这 种 分 工 形式 并 非 天 然 如 

此 和 一 成 不 变 的 。 首 先 , 性 别 分 工 有 密 种 形式 。 例 如 .明代 江 

289 帮 

加 党 可 吗 [省 几米 ] 册 [站 烛 疆 灿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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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,和 面 岂 还 有 男女 局 耕 癌 织 等 ,.“ 男 耕 女 

织 只 不 过 是 才女 分 .]. 诸 多 形式 中 的 一 种 。 失实, 即 邻 是“ 男 

耕 辫 织 ” ,由 有 程度 之 别 。 例 如 ,即使 在 清 代 ,江南 许多 地 方 的 

农家 旭 女 ,除了 共事 柄 纺织 生产 外 ,也 或 密 或 少 地 参加 大 田 农 

作 ; 相反 ,在 晚 清 上 海 部 区 的 农家 棉纺 织 业 生产 中 . 男子 也 参 

折 菏 钞 0; 所 以 “ 男 硅 ”与 “ 女 织 ”之 间 的 界 斌 , 并 正法 渭 分 

=。 不 过 ,尽管 如 此 , 明 清 江南 农家 男女 闸 动 分 上 ,仍然 中 癌 

者 男人 于 耕 和 女 专 二 织 的 方向 发 展 的 。 2 

的 , 时 这 种 分 工 专 业 化 的 条 件 . 亦 即 在 什么 样 的 情况 之 下 ， 

种 分 工 总 业 化 才能 够 发 展 起 有 末 计 达到 其 成 部 的 阶段 。 

(一 竹田 耕 "的 专业 化 

尖 业 生产 【这 里 指 的 是 太田 农 作 ),， 是 一 种 生产 周期 较 长 

的 季节 性 的 生产 : 个 农 亚 生产 的 周期 ， 通 常 怠 是 一 个 农 作 

物 的 生长 周期 ;而 农作物 的 生长 ,又 具有 季节 性 特点 。 因 此 在 

一 个 生产 周期 的 不 同 阶段 上 所 需要 的 劳动 投入 ， 也 随 李 节 的 

不 同 而 呈现 出 很 大 的 卷 轻 . 鲍 如 , 据 仆 凯 的 调查 ,在 1920 年 代 

林 江 于 其 的 晚稻 生产 中 ， 生 天 动 投 和 高 贬 期 的 六 局 下 半月 家 

七 月 上 于 半月 ,以 半月 计 的 每 市 劳动 投入 总 量 , 竞 然 比 低 谷 期 的 

上 从 月 下 半月 密 出 约 名 倍 。 而 在 武进 , 商 峰 期 的 二 月 下 半月 劳 

动 投 入 总 量 比 低谷 期 的 二 月 上 举 月 则 多 出 约 2 局 .因此 在 意 

时 期 ,农家 感到 劳动 力 非常 紧张 121。 明 代 讶 南 普通 农民 家庭 

农场 的 耕 田 面积 较 大 131, 因而 对 于 一 个 宜 卢 来 说 , 农业 生产 

[1] 此 & 探 讨 之 一 ?。 

[了 | 。 John Toraing 了 ac: timesr 8zrm Fronomy ,251.252 虎 ， 

[31 德 何 良 便 所 说 的 松 证 桥 多 -: 般 实 户 种 田 面 积 达 25 抽 . 登 阶 李 伯 重 :9 人 入 十 

启 ”与 明 蒂 订 肖 农民 的 暨 营 规 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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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各 个 不同 阶段 对 劳动 的 需求 的 不 均衡 人 性， 以 及 由 此 引 迄 的 

农忙 时 节 的 劳动 人 手 攻 过 , 此 定 比 1920 年 代 末 更 大 。 所 以 在 

农忙 时 节 , 若 是 没有 农妇 的 劳动 投 人 , 单 插 农 到 个 人 搬 难 完成 

任务 : 香 这 种 情况 末 ,要 做 到 “ 男 耕 "的 专业 化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另 

外 一 方 画 . 在 明代 江南 ,除了 短 权 和 棉花 作物 区 之 外 ,许多 地 

太 的 主要 种 植 制度 仍然 是 水 称 一 年 一 作 制 (01。 由 上 上 述 劳 动 

需求 的 高 度 不 均衡 性 ,所 以 农忙 过 后 ,农大 有 大量 时 间 可 以 从 

事 其 他 工作 或 考 体 用 (例如 其 末 证 南 农 讶 说 “ 农 式 半年 亲 ”) 。 

这 也 意味 着 家 家 男 于 从 事 农 作 的 专业 化 程度 仍然 还 不 很 商 。 

百 明 氏 中 期 以 来 ,水 稳 己 春花 轮 作 的 “新 一 年 一 作 制 ” 许 

渐 推 广 开 来 !31。 人 得 是 - -直到 清 代 中 期 , 这 种 种 植 制度 才 在 洒 

南 绝 大 部 分 地 区 全 面 普 及 [31。 这 个 普及 对 于 农民 的 劳动 方式 

县 有 重 大 的 影响 。 作 和 玩 , 由 于 - : 咎 一 作 ,农闲 时 间 减 少 ,农民 

因而 可 以 将 更 多 的 劳动 投 人 农 作 ， 同 时 农 去 也 难 有 许多 时 间 

从 事 其 他 生产 和 劳动 .换言之 ,农夫 的 农 作 劳动 更 加 专业 化 了 了 。 其 

次 , 在 -年 一 作 制 下 , 农民 家 广 农 场 的 种 田 睾 积 较 在 一 年 一 作 

制 上 有 明显 减少 。 因 地, 尽管 一 年 一 作 制 增加 了 每 再 农田 在 农 

从 时 下 的 劳动 需求 量 ， 但 是 者 是 种 后 面积 缩减 到 一 定 的 限度 

上 时， 一 个 成 年 胃 劳 力 就 有 可 能 独立 地 完成 其 农 蕊 上 的 各 项 农 

作 :- 在 明 清江 南 的 具体 条 人 性 下 ,这 个 鼠 度 就 是 10 南 水 田 。 如 果 

-一 个 家 庭 农场 的 种 一 面积 不 超过 10 南 ,农夫 -- 人 大体 上 是 可 以 

榭 力 耕 种 而 无 需求 助 他 人 的 。 正 因 如 此 ,上 自明 代 末 期 起 “人 赫 十 

南 "的 家 庭 农场 经 营 规 模 开 始 出 现 并 有 日 瘟 普 及 ,而 到 请 代 中 期 方 

11] 大 阅 李 人 怡 重 : 好 无” “地 ".“ 上 ”前 变 作 与 明 清 江南 的 灶 稍 生产 3$。 李 人 怕 重 

《HzhonE 让) 145riraiurey 而 epeteiprbemE 上 由 RE 2 一 本 语 ,31 一 352 站 ， 

121 “新 一 年 一 作 制 " 系 北 田 英 大 语 , 蝎 此 田 黄 人 巡 宋 元 明 清 期 中 国 订 南 二 角 洲 家 
菜 吃 进化 土家 村 手工 业 伙 全 展 忆 闪 可 在 研究?,. 第 之 音 。 

131 闻 倍 重 : 全 天 “地 “和 的 变化 与 明 清 江南 的 来 稻 咎 产 让 Bozhong 世 : 4 

rrgy 站 euetnpmrrul im 用 angmecr 52 -一 41585151 一 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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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人 898T 

成 为 江南 农家 经 营 的 标准 模式 [1 正 久 如 此 .农夫 也 越 来 越 专 力 

于 农 作 : 也 就 是 说 ,只 有 到 了 以 -- 年 一 作为 基础 的 "人 耕 十 衣 " 模 

也 占据 了 支配 地 位 之 后 , 沪 南 的 "如 幸 " 才 真 正 专业 化 了 。 

(二 入 女 织 "的 专业 化 

据 一 般 的 看 法 , 中 国 传 统 的 农家 手工 棉纺 织 生 产 是 -种 十 

分 “原始 ”的 生产 , 生产 设备 简 随 ， 三 艺 简 单 , 农村 无 沦 男 女 老 

作 ,人 人 人 约 柯 从事 之 ;同时 ,生产 没有 连 贰 性 和 可 节 性 ,因此 雹 

论 和 何 时 , 只 要 有 空 ,就 可 以 进行 工作 。 从 这 种 看 法 , 艾 可 以 推演 

出 以 下 结论 :农家 于 . 工 棉纺 织 烛 的 生产 专业 化 十 分 困难 ， 

告 看 主 去 , 以 芋 看 法 似乎 的 确 不 错 , 但 仔细 研究 . 就 可 以 

发 现 昆 站 不 住 闭 的 。 首 先 ， 说 中 国 传统 的 农家 手工 杭 萝 织 业 

生产 设 督 简陋 ,工艺 简单 ,只 是 与 近代 机 器 纺织 业 比 较 而 言 。 

如 果 从 东 织 业 历 中 发 展 的 六 度 来 看 ， 却 难以 下 这 样 的 绪论 。 

例 站 ,江南 在 明示 已 出 现 "和 容 四 继 " 或 “ 容 五 继 "的 纺 车 !。 而 

到 了 清 代 , 驳 儿 和 三 镍 ( 即 “ 琴 继 " 和” 三维”) 纺 车 的 运用 ,已 广 

证 见于 松 汇 府 的 许 煞 地 方 131。 这 种 纺 车 需 槛 成 年 人 操作 , 工 

误 相 当 商 .一 天 可 药 -… 斤 左右 榜 外 ( 纺 一 帮 以 下 的 已 是 慢 手 )， 

比 用 单 镍 委 车 的 工效 高 出 数 倍 1041。 与 此 相对 照 , 在 工业 革命 

以 前 的 欧 沛 , 虽然 也 已 有 化 明 出 了 双 镍 和 药 车 ,但 是 “同时 能 

入 两 根 钞 的 刍 纱 能 手 凡 乎 像 双 闫 人- - 样 罕见 ”151。 无 论 如 何 ， 

[ti 大 鸯 李 怕 重 : 巡 大 耕 十 军 "与 明和 清江 南 糙 民 的 暨 营 规 横 ?， 

131 和 弥 闪 高 : 寂 政 全 书 + 伏 三 十 五 本 杭 - 

[3] ”例如 犹 正 《 和 十 让 县 志 》 千 十 五 风 居 、. 光 畏 南 汇 县 志 ?#? 疮 一 寺 网 傍 .章光 川 沙 搞 

民 打 志 # 郑 十 :所 人 恪 . 衫 华 & 木 换 畜 >, 张 容 华 《 访 闫 迪 事 天 睹 ?等 等。 

14] 硕 赔 符 新 音 :江南 土 布 中 ,50.52 .33 更， 

[5 《马克 轩 加 格 斯 全 介 ? ,第 323 蔬 ,411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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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直到 18 世纪 后 半期 英国 工业 革 合 发 生 时 , 中国 江 南 农家 机 

纺织 业 的 生产 葡 率 .在 当时 的 世界 主食 热 是 很 商 的 。 其 次 , 即 

使 基站 在 近代 的 立场 上 ， 确 实 可 以 说 江南 传统 的 农家 棉纺 织 

业 生 产 设 任 简 陋 .工艺 简单 ,但 使 用 这 样 的 设备 和 工艺 生产 出 

丙 品 质 的 产品 ,就 需 电 劳动 者 上 共有 很 局 的 技 世 -由 此 而 开 , 明 

清江 南 的 家 家 视 纺 织 业 生产 绝 不 是 一 种 人 人 可 得 而 为 之 的 简 

单 劳 动 。 相 反 ,要 又 快 又 好 地 纺织 ,再 要 相当 高 的 撤 艺 和 一 定 

的 体力 。 从 是 清江 南 文 南里 ,我 们 可 到 看 到 许 饮 这 样 的 文字 ， 

要 成 为 “人 劳 而 工 敏 ”的 熟练 劳动 者 , 必须 从 很 小 的 年 纪 就 开 

始 学 习 纺 织 技 巧 ; 学 会 之 后 , 为 了 保持 有 好 的 搞 艺 水平 , 还 需 

常年 不 断 地 操作 。 关 于 这 一 点 ， 加 隆 年 问 壬 、 道 光 年 间 续 稀 

的 4 金 泽 小 志 # 卷 一 风俗 颗 说 得 非常 清楚 :“ 松 汀 棉花 布 , 克 币 

天 下 。 而 妈 红 旧 针 症 儿 :以 布 为 恒 业 。…… 五 六 岁 , 即 教 

以 东 棉 范 , 十 岁 学 织 布 , 充 间 赛 医 ,月 示 习 过 。 比 嫁 ,， 感 共 操 

作 ,而 依 其 太 - “由 此 可 上 , 自 开 巡 学 习 到 善 操作 , 希 半 很 氏 的 

训练 过 程 - 另 针 ,纺织 生产 也 和 震 要 相当 的 体力 。 臣 丝 所 需 剧 四 

由 对 较 少 , 亿 是 如 用 工 获 较 融 的 三 饰 脚 熙 , 则 必须 壮 劳力 才能 

操作 ,所 以 " 老 幼 光 用 手 车 (4 引 者 按 : 即 单 锭 七 车 ) ,少壮 多 用 肝 

车 43 引 者 按 : 即 一 镍 纺 车 ) 1。 织 布 则 非 用 壮 克 廊 不 可 二 。 

和 在 产品 主要 为 满足 自家 消费 的 时 代 ， 农 家 株 委 织 业 生产 

确实 可 以 由 从 髓 练 的 人 于 ， 利 用 农用 时 间 来 进行 。 但 是 和 酝 外 

界 对 棉布 的 需求 很 大 .市 场次 争 强 烈 的 时 候 , 这 样 加 不 行 了 。 

与 明代 后 期 相 比 , 清 代 江南 的 棉布 总 产量 大 约 增加 了 一 们 ,在 

国内 外 市 场 上 也 遇 到 越 来 越 强烈 的 竞争 。 在 此 情况 下 ， 为 提 

高 工效 和 产品 质量 ， 江 南 农 家 棉纺 织 业 不 得 不 下 专业 化 沟 道 

[11 民国 & 南 汇 县 续 志 # 兰 二 十 : 

[2j 短 忆 芝 学 明 杰 中 国资 本 主 站 与 苇 内 由 场 $,194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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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, 即 越 来 越 宗 地 由 专业 大 员 来 从 事 这 项 生产 !4。 这 种 桥 药 

织 业 生产 的 专业 化 ， 首 先 表现 在 由 专业 大 员 承 担 这 项 生产 中 

技艺 要 求 最 高 ,体力 需要 最 大 的 织 布 工作 。 正 如 我 在 4 探讨 之 

一》 中 所 指出 的 .在 明代 江南 , 男子 的 劳动 在 农家 盘 织 业 生 产 

引 占 有 相当 的 地 位 , 特别 是 在 织 布 工作 中 。 亮 靖 《 昆 山 县 志 

着 -风俗 说 :“ 至 于 麻 缕 机 织 之 事 , 则 男子 素 习 ， 妇 人 或 不 如 

也 - “这 里 的 “ 麻 缕 机 织 ” 四 字 ,虽然 字面 上 说 的 是 麻 织 , 但 我 

认为 这 征 当 时 当地 纺织 业 的 化 称 [341。 这 筑 文 字 表 了 明 在 明代 江 

南 的 一 些 地 方 ， 男 子 在 织 布 工作 中 的 作用 甚至 比 妇 妇 还 重 

要 。 之 所 以 如 此 ,其 主要 原因 盖 在 于 :男子 不 疏 在 蛋 力 上 比 妇 

[Il1 祖 伐 江南 棉 药 名 业 有 很 明显 的 地 域 局 限 性 . 主要 华中 于 检 涪 . . 仔 和 常州 二 

州 府 7 参阅 部 只 第 :了 明 清 农村 商品 贤 许 .33.74.7.79.131 一 155 上 页) 而 在 18 

册 纪 末 和 19 人 鹿 纪 柯 , 这 二 州 府 的 总 大 站 的 有 8830 万 { 据 村 方 休 关中 国 历代 人 

1 .让 地 .是 赋 统计 ;273 南路 数字 计算 )。 依 妥 一 家 二 日 .农村 大 口 占 总 上 大曲 

的 8 有 . 熏 红 站 让 表 村 户 的 台 务 计 ! 和 大 见 李 信 重 : 坟 大 妊 | 市 "与 明 清 扩 南 农 

发 的 纾 可 二 异 》; 多 新 琳 :《 江 南 士 布 出 ,211 贞 )， 这 三 州 府 应 有 骨 村 妨 归 户 

140 珀 户 。 在 1860 年 的 格 江 ,一 个 安村 薪 弄 及 中 有 从事 区 红 了 作 的 全 荣 边 -年 

半 交 丁 忻 265 ,生产 44 匹 布 ! 见 徐 新 音 示 江南 土 布 史 》,2415 和 1， 如 果 每 个 

六 识 户 于 均 有 -个 全 劳力 的 后, 那么 恢 照 上 环比 抹 , 这 些 表 已 每 年 可 以 生产 

6 万 电 布 - 而 在 1840 征伐, 这 些 地 区 上 年 生产 的 进 和 长途 贸 易 的 商品 柚 布 

绎 4000 万 四 《用 坚 了 重 明 :中 国资 本 主 妆 与 国内 市 场 ?, 260 灰 )。 检 新 音 咎 江 

1840 年 中国 全 国 城镇 大 口 估 均 年 消费 棉布 1.8 瑟 ,农村 荔 织 户 人 1.65 丘 ， 

农村 非 芒 织 户 1 和 匹 ( 徐 新 音 : 放 南 上 布 宰 ,329 页 1。 谍 南大 二 生 笑 水 平 

山 于 富国 下 区 求 平 .大 均 眉 布 消 费 基 也 席 较 商 ， 困 此 这 里 把 证 南 农 村 和 人均 消 

烷 全 以 1. 后 匹 计 ，1840 年 全 江南 城镇 人 辣 芍 止 总 大 是 的 台 台 ( 奉 伯 重 : 人 

糙 十 外 "与 明 针 江 机 风 民 的 经 营 规 医 ?y) ,大 均 消 费 量 仍 以 1.8 匹 十， 又 , 短 户 

大 在 局 王 大计 .这 芋 , 江 南 全 部 天 口 的 户 骨 消 莫 虹 蜗 和 旺 为 上 4 上 是。 握 此 , 汗 乳 

居 池 租 秆 棉布 消费 失 2000 万 匹 ; 与 输 放 的 商品 布 侣 汁 SG000 万 匹 ， 曲 个 数字 

慷 丐 相符, 罗 此 可 以 说 这 些 地 攻 交 头 委 昭 农 户 中 的 农妇 丰年 以 事 纺 织 上 作 部 

在 365 日 在 右 。 江 南 农村 旭 训 -年 拓 事 生产 药 动 的 时 间 六 约 在 200 日 上 于 

【 详 后 》 ,这 旦 她 们 县 二 六 痕 玉 和 达 265 日 .肯定 二 能 再 内 事 其 他 生产 了 .其 仙 的 

地 区 情 襄 虽然 币 如 这 些 州 府 突 出 , 相 是 同样 的 艳 向 纪 是 存在 的 - 

[3] 办 尖 到 了 甘 晴 时 代 , 姨 师 忆 缀 是 订 南 粮 荔 绩 业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其 及 中 业 的 

规模 ,和 亚 必 早已 来 能 与 棉 药 电 业 相 比 。 因此 在 这 谢 京 字 中 . 麻 灵 机 六 之 事 .全 

谋 为 区 站 业 之 代称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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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更 强 ,而 且 在 当时 的 社会 条 件 下 ,他 人 让 学习 利 人 掌 据 织 布 技艺 

也 较 妇 如 更 方便 1 而 有 昌 , 电 于 一 年 - 作 制 下 农闲 时 间 长 , 晶 

子 宁 内 时 间 多 .因此 他 们 也 有 较 密 的 上 时间 来 从 事 织 布 工作 。 

而 又 常 性 的 操作 ， 艾 有 助 于 和 他们 保持 较 好 的 技艺 水 平 ， 与 此 

相 皮 , 旭 女 出 于 家 务 乱 身 . 本 求 劳动 时 间 就 比 男 子 少 ;如果 所 

于 田 梳 动 ， 余下 的 时 间 和 精力 自然 更 为 有 限 。 因此 在 织 布 1 

作 中 ,她 们 党 然 难 以 与 男子 相 竞 争 ,常常 只 能 藉 提 对 工艺 和 性 

力 的 要 求 都 相对 较 低 的 纺 绿 工作 : 

月 明代 后 期 起 ,男子 在 过 其 转 问 量 允 业 化 的 家 作 的 问 时 ， 

也 悍 埋 超出 了 家 家 棉纺 织 亚 。 他 人 和 们 原来 所 了 头 乓 的 组 布 工 作 ， 

白 然 也 就 落 到 了 农家 另 一 主要 过 动 娘 一 一 农 旭 一 一 的 身上 ， 

农妇 森 已 在 农家 棉 芭 织 业 生产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,到 了 如 今 ， 

作用 当然 也 就 更 为 突出 了 - 由 于 她 们 主要 式 捍 织 布 上 作 ， 所 

以 将 很 大 一 部 分 药 纱 工作 交 给 农家 辅助 劳动 用 ( 妇 老 描 )， 此 

时 的 农夫 :在 荔 织 业 中 只 能 算是 不 熟练 的 劳动 力 , 因 此 也 只 能 

从 事 辅 助 性 劳动 。 史 称 嘉 康 时 期 松江 : 带 的 农夫 在 农 朵 时节， 

“ 革 纺 木棉 , 以 助 玄 工 ” 上 ,说明 他 们 在 农家 纺织 业 生 产 中 ,已 

降 为 辅助 朋 色 . 因此 婉 织 业 生 产 为 农妇 所 专 ,万 属 必 然 。 

二 “ 半 边 天 "角色 的 形成 

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男 妇 劳动 生产 率 比 较 

项 代 中 国语 谍 申 的 “半边 天 ” :- 语 , 意思 是 妇女 在 社会 生 

产 中 的 地 位 和 男子 疝 等 重要 。 从 现实 的 状况 来 看 ， 即 使 到 今 

1 二 如 中 国 过 去 于 上 艺人 路 款 有 "于 艺人 丁子 不 信 妇 "的 接 坑 。 

12] 者 庆 #! 珠 下 小 点 ?着 三 网 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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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658 一 和 修 E1 和 尝 蕴 各 疾 部 邳 此 过 

天 ,这 仍然 还 是 一 个 需要 弩 力 去 争取 实现 的 理想 半 标 。 然 而 ， 

正如 任何 事物 都 会 在 例外 一 样 , 尽管 “妇女 能 撑 半 边 天 ”通常 

只 不 过 是 -名 并 无 实际 意 习 的 室 所 ， 但 是 我 们 志 不 能 排除 在 

革 些 时 候 和 地 点 ,在 某 种 条 件 之 下 ,妇女 玉 实 有 可 能 在 社会 生 

产 中 起 到 "支撑 半边 天 "的 作用 。 

判断 妇 辫 在 生产 劳动 中 的 地 位 完 真 何 ， 实际 上 是 对 男 

如 在 生产 劳动 中 地 位 和 作用 进行 比较 。 而 这 个 比较 的 重点 ， 

你 在 于 对 男女 劳动 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以 及 劳动 收 替 进行 比较 、 

按 比 较 合 理 的 解释 ， 劳 动 生产 率 就 是 一 个 劳动 着 在 单位 时 间 

里 的 产量 或 产值 01。 下 面 ,我 们 就 分 别 看 一 看 在 明代 "夫妇 并 

作 ”({ 即 男 辫 同 耕 共 织 ) 的 情况 下 和 清 代 “* 男 耕 妇 织 "情况 下 农 

家 田 女 劳动 坦 ( 即 农夫 与 农妇 ) 的 劳 惑 生产率 有 什么 差别 。 在 

进行 分 析 之 前 ,还 有 儿 点 需要 先行 说 明 ; 

{1) 种 植 制度 :正如 我 们 已 经 指出 的 那样 ,尽管 水 稻 和 春花 

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在 洒 南 出 现 师 早 , 而 且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不 断 

普及 , 介 是 这 个 普及 的 过 程 一 直到 清 代 中 期 才 最 后 完成 。 在 明 

代 后 期 ， 尽 管 江南 示 少 地 区 已 采用 这 种 种 植 制度 , 但 是 更 奢 的 

地 区 仍然 采用 原来 的 一 年 一 作 制 [3。 因 此 .在 下 面 的 分 析 中 ,我 

们 将 -年 -- 作 制作 为 明代 的 种 植 制 度 , 而 将 一 特 一 作 制 作为 清 

代 的 种 覃 制度 。 

(2 农场 规模 :根据 我 们 对 明 清 江南 农户 与 耕地 数量 的 

估计 计算 ， 可 求 得 明 清 两 代 人 品 最 雪 时 期 的 农户 平均 耕地 

数 : 在 1620 年 前 后 太 约 是 每 户 ( 即 一 个 察 庭 农 场 ) 平 均 有 赫 地 

14.5 调 ,而 1850 年 时 则 是 每 户 约 耕 8.5 亩 。 在 1620 年 以 前 的 

明代 和 1850 年 以 前 的 清 代 , 户 均 耕地 数量 都 分 别 商 于 以 上 数 

Et Dewight Perkins : 蕊 有 ma 7 We 是 ronamr 下 pznt2Ry 于 。 

[2] 李 伯 重 : 坟 天 "地 ”大 “ 疝 变 化 与 明生 江 南 的 水 稍 和 牛 产 ?》, Bozhong Li: 4 

PDT PE ET 兵 区 时 可 站 本 必 ， 半 丰 站 一 上 人， 一 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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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1。 这 里 , 我 们 姑且 囊 据 何 和 良 俊 所 说 的 嘉靖 时 松江 古 乡 的 

情况 , 假定 明 找 后 期 江 南 每 个 农户 平均 耕地 为 25 击 , 而 清 代 

前 中 期 的 相应 数字 则 按 当 时 流行 的 " 户 耕 十 亩 ”为 标准 ,以 辆 

雷 计 12]， 这 里 要 指 册 的 是 :和 参 风 明代 其 他 文献 , 松 让 点 多 农 广 

种 田 娄 量 可 能 超过 明代 中 后 期 江南 大 密 数 也 方 的 忆 均 内 轩 

数 。 们 是 这 一 点 对 于 我 们 的 分 析 皮 注 有 妨害 (有 关 理 骨 ,我 们 

在 讨论 中 还 会 据 出 ) 

《31) 农 氏 一 年 内 的 芳 动 日 数 : 和 在 农业 社会 中 .不 同时 间 和 和 

地 点 的 劳动 者 在 一 年 中 的 劳动 日 数 差 别 很 天 , 但 是 -个 共 间 

的 特点 是 都 有 相当 多 的 空 亲 日 了 ， 明 清江 南 人 民 以 勤 弛 冰 

称 , 但 也 不 是-- 年 劳动 不 停 - 明 末 清 初 嘉兴 农 庶 说 “农夫 半年 

叮 ". 国 然 有 和 夺 大 ,但 也 形象 邮 表 了 现 了 农家 人 荔 动 的 上 述 特 鳞 。 

根据 近代 的 一 些 柯 料 ,我们 站 且 以 300 日 为 农夫 - -年 中 从 事 

各 种 生产 劳 吉 的 总 有 日数 !31。 至 于 农家 妇女 ,因为 有 党 重 的 家 

1 地 人 和 阳 : 和 大 糙 十 出 "与 明 清 江南 家 民 的 经 营 规 模 y， 

12] 有 蕊 妆 出 十 大 口上 与 韩 地球 宁 和 失 室 . 难以 茶 充 明代 前 中 期 汇 肯 前 农 氏 绎 匣 直 和 模 将 

竟 帮 各 太 ,人 些 零 是 的 数 重 记载 来 和. 姓 版 相当 环 观 -例如 , 寻 困 控 尘 式 -十 

点 年 户 娄 与 田地 数 , 芬 州 府 户 均 耕 地 为 各 计 , 持 州 府 为 和 扫 直 :而 按 万 所 训 年 

入 数 与 耕地 数 . 对 苏 刀 府 产 邮 耕 她 光 行 调 , 雌 州 府 汶 35 前 { 况 广 促 :中 国 坊 

人 上 大口. 旱地 . 贞 左 统 证 494 亚 1- 旭 果 帕 去 和 种 吾 实 业 人 口 , 王 各 家 产 平 均 示 

地 的 数量 肯定 还 旧 才 渤 这 些 焊 字 ., 何 恨 人 所 说 的 考 江西 多 去 杂 一 天 种 几 25 调 ， 

固然 可 和 能 妨 上 ,从 基本 代 江 南 农户 平 坎 耕地 明显 事 于 10 雷 , 嘴 激 有 问题 的 ， 

到 了 清 代 中 项 ， 卢 大 十 亩 "的 模式 已 普通 于 江南 备 地 。 详 驮 李 伯 重 :& 类 耕 上 

南 ” 与 大 清 订 沿 农 多 的 野营 规模 ?#。 

[3] 据 上 山 调 查 所 提供 的 有 甘 数 字 计 短 .1924 一 1935 年 间 江 宇 具 家 村 一 个 农夫 

六 工具 等 数 ") 征用 于 琢 作 的 劳动 口交 和 下 单 柠 "了 鸭 123 一 149 个 ,而 武进 县 

尖 125 个 ! 衣 天 数字 见 John Loasing Burky 关 Rinere Rarnr Eronerryr 44 一 447 页 )。 

上 其 蔓 亿 乎 去 由 而 据 商 小 贤 : 必 中 国 理 代 化 与 农村 妇 友 地 位 谈 寺 # 中 的 掏 字 十 

算 ,在 1958 一 1959 年 的 "人 局 公社 化 "和 "大暑 进 "运动 斯 间 ,中 国 农村 胃 芝 为 -- 

年 劳动 太 芍 330 日 ,肯定 允 太 次 ( 特 别 是 明 销 江南 让 有 ”在 去 半年 亲 " 之 说 1。 东 

步 才 对 江阴 其 蕊 四 和 房 庄 村 所 作风 调查， 说 家 民 一 年 末 均 和 薄 动 有 日数 为 各 5 六 

{ 称 新 再 :江南 士 布 中 , 469 页 1,， 寿 来 峰 比 较 冶 平 明 祖 江 南 实质 . 故 款 以 300 

个 为 准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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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 则 丁 村 站 上 邮 动 当 网 

se 

【1 全 | 

务 贡 动 村 承担 , 所 以 一 年 中 共事 生产 劳动 的 总 日 数 也 肯定 消 

于 男 二 ,一般 情 阅 下 只 是 200 日 上 下 LU。 在 这 里 ， 我 们 以 

200 有 为 本 准 。 国 此 ， 一 对 去 妇 一 第 其 事 生 产 芝 动 的 总 有 数 ， 

一 般 以 500 甩 为 随 。 

{4) 工作 效率 :在 明 清 江南 ,耕种 - 亩 水 稻 , 一 牛 所 投 人 

的 芳 动 总 量 大 约 是 15 个 工作 日 ， 而 种 植 :让 作为 水 稻 后 作 

作物 的 小 考 , 则 人 大约 需要 3 个 工作 日 司 。 因此 存 :年 一 作 制 

下 ， 一 亩 水 钾 一 年 的 劳 惑 揽 和 大约 为 1 个 工作 呆 ， 而 在 :年 

一 作证 下 则 为 1 个 工作 日 在 机 纺织 业 方 面 ， 生 产 一 匹 棉 

布 , 从 弹 右 到 成 布 , 明代 和 清 初 大 约 需 要 了 个 工作 口 ， 而 康 

民 以 后 太 约 需 6 上 日。 在 这 6 一 7 日 中 ,和 擅 纱 约 需 4 日 , 织 布 约 

和 1 日 131。 

(5) 产 舱 及 折算 : 据 我 们 的 计算 , 明 找 后 期 汪 南 水 稻 亩 产 

大 约 为 1.6 石 , 清 代 中 期 则 为 2.3 石 以 上 9 因为 此 处 我 们 主 

要 以 松江 为 例 来 分 棉 ， 所 以 这 里 姑 有 名 合计 做 所 说 的 松江 西 

多 的 2.5 石 作为 明代 后 期 的 广 量 ， 疝 以 盖 吝 所 说 的 3 五 作为 

11] 和 荐 困 井 站 if 186n 年 榨 江 农村 入 于 粮 顷 组 的 林 风 藻 动用， -年 将 动 265 天 ( 徐 

新 音 : 说 南 十 市 网 ?215 页 9 记 纪 未 时 ,常生 寂 家 组 让 机 各 生 半 均 矢 月 了 

伯 : 13 一 15 天 (家 如 名 布 , 擅 总 由 家 骸 辅 出 劳动 力 承 提 , 同 上 :- 蔬 , 53 页) 一 计 技 

168 无 ，20 世 色 霹 期 江阴 林村 每 训 刘 机 实际 土 -到 可 名 1] 此， 年 共 训 布 后 

三 f 加 上书 ,473.505 身 。472 自 谨 抹 本 平 向 每 15 天 织 布 | 由 旺 ,但 不 是 每 天 1] 

件 ). 即 符 年 工作 180 天。 而 在 如 此 妃 切 期 隐 上 海 印 区 .一 个 农妇 每 天 织 布 | 

匹 ， -年 名 市 200 瞻 左右 [ 同 荆 书 ,54.242 一 243 页 ) . 闪 即 琶 年 下 作 200 天 。 气 
蜡 小 贤 训 中 国 央 全 人 与 上 村 寺 训 地 位 宣 证 ,在 1958 一 19359 年 的 “从 民 会社 化 ” 

和 “大 古 进 "运动 期 间 .90 各 的 中 国 农村 立 冀 矶 者 荔 加 农田 芳 栅 ,一 年 将 动人 约 

250H 。 这 由 到 中 间 煞 ,以 2600 日 计 。 

「21 了 请 江南 求 硝 神 植 中 所 人 恒 用 的 大工, 自 耕 田 至 收获 , 肯 击 十 余 个 , 间 上 凌 洲 

《车 水 ) .运送 肥料 等 , 歧 贡 1 个 计 区 , 据 X 清 小 家 举 ?中 的 工夫 则 几 计 莘 ,每 

雷 才 的 人 上 友 拘 光子 个 。 网 Hosloatg Li grictdanurtl 有 retelfoprmmemi 上 iGameraturr。 

71620 一 忆 强 83 .139 页。 

[3] 和 夭 新 吾 尿 说 . 南 士 布 史 让 ,5 大 ， 

14| 李 佳 重 : 纪 天 ”光山 - 大 的 变化 与 到 铺 记 归 的 水 称 生 记 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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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代 中 期 的 亩 产量 01。 当 然 , 前 一 数字 大 天 超过 了 明代 江南 

的 一 般 亩 产量 ,不过 对 于 我 们 将 要 进行 的 分 析 而 言 ,问题 不 很 

大 ， 因 为 如 果 我 们 使 用 这 个 过 痪 的 数字 进行 分 析 的 结果 仍然 

是 清 代 农家 劳动 生产 率 高 于 明代 的 话 ， 那 么 真实 的 情况 更 十 

庸 置 县 了 。 春 花 以 志 为 代表 ， 而 时 清江 南 的 麦 寺 产量 记载 不 

元 ,大 体 而 言 ,大 的 为 1 石 131。 关 于 不 同 粮 仿 作 物 之 和 癌 的 折 

算 问 题 , 我 人 采用 清 代 江南 通用 的 折算 标准 , 即 … 石 考 折 七 

斗 米 031。 因 此 清 代 中 期 的 亩 产量 , 称 泰 人 台 计 可 折 米 3.7 石 : 

下 面 ,我 们 就 来 看 看 明 清 江南 农家 男女 的 劳动 生产 率 . 

一) 农夫 的 劳动 生产 率 

在 经 营 规模 和 亩 产量 都 高 出 明代 后 期 江南 一 般 水 平 的 松 

江西 乡 水 稻 牛 产 中 , -对 夫妇 种 田 号 亩 , 南 产 米 2.5 石 ,总 共 

产 米 62.5 石 。 铺 代 中 期 松江 一 个 普通 农民 冢 三 农 场 种 田 10 

亩 , 亩 产 米 3.7 石 ( 稻 麦 含 计 ) ,一 共产 米 37 石 , 仅 为 明代 后 期 农 

乒 揭 6 入 不仅 如 此 ,一 亩 水 称 的 生产 费用 ,在 明代 后 期 和 清 氏 

[1 明基 后 期 松 谍 情 现 咒 何 良 汇 发 四 友 南 名 说 》 准 二 四 史 十 ， 锁 代 中 期 情况 岂 关 此 

《 病 说 机 放 $, 松 开 田地 “六 忆 一 自 个 稍为 : 亩 " “市 有 二 人 主 个 精 背 , 获 米 一 二 十 ， 

所 谓 -= 右 团 稻 是 业 ”. 届 这 是 前 光 二 千 !1823 年 ) 以 前 的 情况 . 前 光 :和 牛 的 大 水 炭 

后 .“ 田 岂 太 世 "， :直到 道江 十 三 年 . 松 和 水 稻 生 产 囊 下 正常 ,“ 无 出 不 称 “ 暗 

荒 "…", 南 产量 下 降 工 和 许 老 .不 过 这 二 是 正常 情况 . 克 不 族 。 

12] 川上 性 宁 : 明 本 清 韦 长 讶 洛 岸 志 区 之 春花 打 种 加 陈 蛋 力 赤 补 科 书 研 充 昌 34- 35 哎 ， 

[3] 也 此 臣 在 & 安 其 四 种 }》 眷 二 于 闪 《 康 展架 着 ?之 -为 蛮 易 里 封 访 条 由 站 草 政 ?中 说 : 

“让 元 充 喇 食 . 一 五 可 拭 米 七 斗 , "在 同 节 同 痢 # 齐 损 四 小 3? 痊 一 农 一 中 在 二 算 

识 产 量 时 台 说 :" 志 七 十 抵 玉 五 小 " ,也是 春 一 斗 台 米 七 斗 . 刀 . 据 4 李 良 套 折 3% 康 亡 

也 二 年 4 月 , 康 尺 二 十 一 年 4 月 . 康 叶 五 于 二 年 11 月 条 中 的 苏 册 米 .过 和 失 ., 训 以 的 

男 吹 业 失 的 友 且 一 中 乱 。 据 郑 光 相 # 本 让- - 班 录 ? 杂 述 崔 六 " 赤 怕 “条 ,自由 座 本 年 

圣 利 党 后 期 . 沼 融 的 志 价 通常 鸭 米 价 的 70 芝 . 《 林 搬 失 捍 》 公 卫 ( 阶 动 股 窗 平生 并 

严禁 牙 行 表 户 吼 兴 葵 俐 告 示 》, 也 明 实 道光 十 一 年 苏州 小 者 价 为 中 洒 价 的 提 史 在 

碳 ,因此 ,可 以 确 依 在 和 浦 代 前 中 期 太 部 分 笛 问 内 , 才 价 通常 沟 米 以 的 70 驶 克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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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MT 一 PS 和 测 到 站 部 避 绅 岗 

中 期 的 松江 都 大 体 相 当天 工 石 米 TI 而 一 声 玫 的 生产 费用 , 在 

清 代 中 期 的 松江 大 约 相 当 于 水 稻 生 产 费 用 的 四 分 之 一 , 即 0.25 

石 米 呈 因此 如 果 减 去 生产 费用 , 那 双 明代 后 期 农户 从 所 种 325 

席 水 稻 获 得 的 净 收 人 为 37.5 石 米 ， 而 清 代 中 期 农户 从 所 种 10 

亩 稻 才 所 获得 的 净 收 人 相当 于 24.5 石 米 ， 约 党 明 代 后 期 的 

65 生 。 因 此 ,从 表 而 上 米 看 ,明代 后 期 的 劳动 生产 率 明 显 部 于 清 

代 中 期 。 然 而 如 果 作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,就 可 发 现 情 产 并 不 如 此 ， 

如 前 所 述 ， 在 明代 松江 农民 家 庭 农 场 上 工作 的 劳动 者 是 

去 旭 一 人 ,而 清 代 中 期 只 基 农 去 一 人 。 因 因此, 如 果 以 人 计算 ， 

屠刀 前 者 大 均 产 量具 有 31 石 , 比 后 者 的 相应 产 基 低 卫 16 例 。 

不 仅 如 此 ,从 生产 同 量 产品 所 需 的 劳动 日 来 看 .前 者 也 多 于 后 

者 。 根 据 丘 面 关 于 种 植 稍 .过 每 亩 所 需 的 劳动 H 计算 .在 明代 

后 期 种 一 25 让 , 共 需 劳动 日 375 个 , 产 米 所 .5 石 : 因此 生产 

石 米 需 6 个 劳动 日 - 清 找 中 期 种 用 10 直 ， 共 需 匣 动 有 180 

个 , 产 米 37 石 ,生产 - : 石 米 击 4.9 个 劳动 日 ， 仅 为 前 者 的 

82 弦 ,从 劳动 日 的 生产 率 炒 看 .明代 后 期 一 个 劳动 日 的 产值 是 

1.7 斗 米 ,而 铺 绕 中 期 则 为 2.1 竿 米 , 比 明 代 后 期 商 出 23 镶 。 

如 果 扣 内 生产 费用 ,明代 后 期 一 个 劳动 旦 的 净 产 值 为 1 斗 米 ， 

而 铺 代 中 期 为 1.4 斗 米 , 比 明代 中 期 两 4 和 免 - 因 此 无 论 共 哪 一 

FE 用 二 后 期 苏州 . 检 江 每 亩 杯 稻 的 生产 成 本 , 古 赤 起 在 { 官 田 始 末 考 下头 附 录 

“总 科 议 ”中 说 是 1 两 组 ,在 4 日 类 录 ?》 着 十 " 菏 格 一 府 刑 昭 之 重 ” 中 说 是 1 扣 

乒 《InO 玄 )。 控 朋 未 钱 .、 虑 比 协 以 有 战 米 价 ， 均 支 司 相当 于 1 五 米 或 花 呈现 

区 。 山 工 并 未 对 相 江东 ,西部 作 区 从 ,可见 瘟 别 不 大 。 肌 , 闫 时 《请 独 家 将 # 也 

说 清 伐 中 期 松江 的 生产 成 本 ， 天 这 是 在 种 植 早 稻 较 安 的 东部 还 是 砷 植 网 兢 

屁 主 的 西部 帮 基 不 禾 ， 也 其 相当 干 上 石 米 ， 这 也 订 对 上 还 情 砚 作 - 一 删 面 证 

胃 ,， 但 是 如果 折 上 灌 杜 上 工 ， 检 江东 部 种 帮 所 带 人 人 工 总 数 加 太 大 超过 西 

部 。 这 一 点 ,下 引 何 和 良 志 著作 中 巳 作 清 车 说 明 , 芝 不 复 。 

[2 据 《 炸 济 在 次 》, 在 18 和 0 年代 霹 的 朱江 ,一石 央 的 咎 产 成 本 与 宣 价 .人 名 相 抵 

也 ”, 恕 1000 文 锡 左 右 。 一 席 水 舟 下 于 为 4000 立 , 志 1000 广 ; 炒 愉 每 石 4000 

京 ,页 志 工 率 为 称 之 1“4, 可 折 玉 由 325 五 -。 



方面 来 看 ， 清 代 中 期 松江 种 禄 农户 的 人 询 劳 动 生 产 率 都 高 于 

上 明代 后 斯。 也 正 是 由 于 农夫 芳 动 生产 率 的 所 商 ， 他 们 的 劳动 

报酬 也 有 增加 。 魏 金 皮 天 于 明 清 衣 业 雇工 的 研究 已 证 明 : 日 

明代 后 期 笃 清 代 中 期 ， 江 南 农 业 中 的 长 工程 短工 的 实际 哆 入 

部 在 提高 。 明 末 要 4 一 5 个 劳动 者 充分 就 业 ,才能 供 状 1 个 劳 

友 者 过 同 古 的 生活 ;但 是 齐 清 代 中 期 却 只 要 1 一 人 出 麻 , 现 

可 以 稚 持 区 -一 个 人 过 同 拌 的 生 洗 LU。 

(二 ) 农 妇 的 观 动 生产 率 

江南 农家 妇女 从 事 家 许 纺 织 业 ， 过 去 大 赦 数 国内 学 者 认 

为 是 困 封 建 币 前 加 辣 所 致 ， 不 过 这 种 说 法 已 受到 吴江 轩 的 皂 

驱 和 全. 新 近 一 坚 西 方 学 者 则 归 之 于 大口 不 力 的 加 日 , 即 妆 家 毁 | 

如 之 钴 排挤 出 大 用 农 作 ， 主 要 是 由 于 人 口 不 断 增 加 而 耕地 不 

变 ,使 得 过 剩 的 劳力 不 得 不 从 纺织 业 中 去 找 出 路 - 在 这 些 过 重 

劳动 力 中 , 好 玄 由 于 党 习俗 等 限制 , 不 能 进 人 劳动 南 声 , 押 以 

只 能 从 事 家 庭 纺织 业 ， 尽 管 农家 纺织 业 芳 动 生产 率 比 农业 更 

加 必 下 .劳动 回报 更 加 微薄 .这 表现 了 农村 劳动 生产 率 的 停 诺 

或 下 降 , 从 而 也 是 农民 更 加 贫 鲁 化 的 表现 131. 但 是 ,这 些 看 法 

是 否 符合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实际 情况 , 则 还 须 认 真 考 齐 。 

利 以 上 酒 法 相 吧 ,我 认为 农家 妇女 之 转 阿 棉纺 织 业 ,是 函 

为 们 共事 棉纺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以 及 劳动 报酬 ， 较 从 事 大 

田家 作 更 高 。 因 此 ,她 们 之 从 事 纺 织 业 ,主要 是 出 于 对 较 高 范 

fl1 狐 入 所 和 明 请 时 代表 业 中 等 组 性 诬 订 和 范 动 问 非 等 级 性 启 必 劳动 的 过 放 》。 

2] 甘 尘 明和 中 国 质 率 丰 与 国内 市 场 ?3.202 页 。 

[3] 这 种 看 苇 半 中 伟 现 在 黄 宗 智 ECPhilip jluang) 的 和。 Peasant Fan an 页 urai 站 er 

pejopmeru 本 P Tamga Pei 7350 一 了 0965 一 书 中 ， 前 的 观点 . 系 以 一 些 中 国 举 

者 甘于 槐 站 业 骼 贡 动 生产 夷 的 研究 沪 基 础 。 

0 

沁 澡 下 加 「 州 际 炒 | 上 [ 监 站 赤 业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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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 沿 洒 测 到 门 明 示 岗 

【 们 s 生 [ 

动 报 一 的 主动 追求 ， 而 并 非 农 民 家 庭 对 于 大 口 压力 加 太 所 作 

的 消 寝 皮 应 。 换 言 之 ,农家 妇女 是 被 棉纺 织 业 “吸引 ”而 脱离 

太田 农 作 ， 而 不 是 稚 人 口 压 力 “ 排 挤 ” 出 农业 而 转向 棉纺 织 

业 。 很 明星， 关键 的 问题 在 于 将 棉纺 织 业 和 太田 农 作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作 一 比较 。 因 此 .我们 在 这 娃 所 村 重点 讨论 的 问题 是 : 

在 明 清 江南 ,一 个 农妇 从 事 棉 纺织 业 的 收益 是 密 少 ? 

一 般 而 言 , 在 明 清 时 期 的 汪 南 ,3 斤 籽 棉 可 榨 出 应 力 上 斤 

许 ,皮棉 工 斤 许 又 可 篇 纱 工 找 许 ,而 隶 ] 厅 许 怡 好 可 以 织 1 匹 

布 ， 印 此 .如 晓 知 道 棉 价 与 布 价 ,那么 3 了 斤 籽 棉 与 工 匹 布 之 间 

的 价格 差别 ,就 是 药 织 工 匹 布 时 的 "工资 冯 即 劳动 报 醋 )01。 柜 

据 粮 . 布 、 米 的 价格 比较 ,我们 可 议 得 知 江南 农家 生产 1 匹 布 

的 净 收 益 ， 在 康 申 前 期 大约 相当 上 2.3 千 米 ， 康 四 后 期 约 为 

1.4 斗 米 ,乾隆 初期 1.9 斗 米 ,嘉庆 、 道 光 时 期 最 低 , 只 有 1 斗 

米 [21。 和 作为 清 代 前 中 斯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的- - 般 比 价 , 我 们 取 上 

列 数 字 的 中 数 , 大 约 为 1.65 斗 。 清 代 江 南 生 产 . - 匹 布 大 约 需 

要 后 个 劳动 日 , 因此 一 个 劳动 日 的 净 收 人 在 1.7 一 3.8 升 米 之 

闻 , 中 数 为 2.8 升 。 根 据 长 工 的 收 人 情况 ,我 们 可 以 得 知 一 个 

成 年 男 劳 劲 力 的 年 收入 ， 在 明 末 清 初 的 科 乡 天 约 为 11 石 米 ， 

在 清和 代 中 期 的 苏州 则 大 多 为 13 石 米 131。 按 照 360 日 平均 ,每 

[1] 厅 间 窗 新 可 以 江南 土 布 史 .88 亚 。 

121 tf 直 纪 后 期 { 床 启 初 期 1.18 志 纪 初 期 ( 康 申 后 期 ) 和 19 世 刀 中 期 5( 道 光 时 期 ) 

棉 ! 轩 由 , 下 同 )、 布 . 米 的 比 协 ,见方 行 冯 队 清 红 前 期 棉 熏 名 的 杜 会 分 工 ? 以 虽 岩 

本 (中 山 ) 美 禾 :请 代 前 期 条 南 呈 米 价 业 向 ?和 清 代 前 期 汇 南国 物 售 一 疝 #-。 18 

世纪 中 期 ! 乾 障 制 期》 和 193 世 起 初 册 (1 癌 康 时 期 1 的 情况 .出 王 起 元 :# 论 明 请 时 

期 江南 愧 熏 雇 业 的 劳动 收 趟 及 舌 既 萌 据 过?$》， 但 有 是 王 氏 认 为 1 站 布 要 用 了 厅 虚 

入 {! 兆 秦 )， 不 特 事 实 ， 应 依 徐 症 和 吾 的 铺 论 , 改 为 3 斤 籽 攀 : 徐 新 百 : 《江南 土 布 

史 》 ,8.2 页 ) 据 此 . 则 工 匹 布 的 收益 合 素 1.3 斗 和 1 斗 -19 世 好 后 期 (1875 一 

138951 的 博识 , 拓 窜 新 理性 江南 土 布 史 ? ,16 页 表 216 中 数字 计算 。 

131 明寺 与 清 中 叶 长 工 惧 和 分 见 《 喧 氏 农 书 $ 与 二 租 核 》, 相 美的 耸 析 全 营 让 过 明和 请 

之 际 超 钴 地 区 地 士 雇工 经 塌 的 生产 方 优势 少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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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劳动 品 的 收 大 为 3.1 一 3.8 升 米 [到 其 中 数 则 为 3.5 天 。 

因此 .农妇 劳动 日 收 和 人 大 欧 相 当 于 农夫 的 80 和-。 换 育 之 ,如 果 

-个 农妇 一 年 从 事 芒 织 200 日 ,那么 她 的 滑 收 入 台 5.6 石 米 ， 

和 够 1.5 个 大 吃 一 年 :; 则 果 她 一 年 纺织 265 日 (好 徐 新 吉 对 1860 

年 松江 农户 所 作 的 司 计 )， 那 么 她 :年 的 净 站 入 则 为 了 7.4 石 

米 , 够 两 个 人 用 一 年 : 如 果 她 一 年 纺织 360 H 《如 了 上述 长 上 的 

情况 ) , 则 其 痛 收 入 为 10.1 石 米 , 够 2.8 个 人 吃 一 年 !2， 因 此 

家 妇 从 志 棋 芒 织 生产 ， 养 活 自己 全 然 没 有 问题 ， 此 外 再 养活 

1 一 2 大 也 是 伐 得 到 的 ， 瘟 儿 时 尹 会 :说 :在 江南 , (纺织 ) -- 

大 之 经 和 党, 尽 师 以 供 一 大 之 用 度 而 有 余 "031。 于 有 对 则 说 ， 江 

南 苏 . 松 . 常 . 太 四 府 州 ,户口 驶 繁 , 甲 于 通 省 。 和 人 笛 了 籽 准 , 耕 首 

扩 获 无 和 多。 了 唯 町 家 欧 纺 织 . - -人 :日 之 力 , 其 能 者 可 食 一 人 ， 

次 亦 可 食 二 大 -。 "14 这些 概述 ,和 上 上 亢 所 作 的 分 析 结 果 插 全 一 

敏 ， 说 明 我 们 的 结论 嘴 正 确 的 。 事 实 上 ， 如 果 布 价 小 太 颁 的 

1 家 历 : 秆 通 带 上 有 354 3 无， 但 为 方 全 起见, 江南 席 问 一 般 区 360 日 为 - 

年 深 直 革 长 工 工作 项 限 ,例如 附 户 在 《& 租 核 六 三 和 瑚 说 "的 "重出 人 "条 中 就 星 

这 人 冯 让 莫 的 ， 邯 赤 章 上 站 计 长 工 一 年 的 实际 贡 磺 日 数 在 340 日 以 上 【包括 农业 

之 外 的 此 动 和 这 和 夯 藻 副 )【 赐 洗 志 覃 : 达 如 清江 南 农 烛 刻下 到 营 的 利润 癌 

题 #; 。 

「21 站 世 应 : 灾 丘 四 种 3》 状 - 上 六 《 康 展 洒 黄 ? 之 一 前: 时 庆 时 的 贞 州 府 , 轨 垃 营 幼 

癌 计 .二 上 密 售 洲 三 五 "。 而 据 天 有 图 元 之 助 1934 年 在 虽 兴 县 ! 沙 归 玄 . 台 程 

县 ;的 调 耕 .成 生男 了 平均 租 年 仅 人 玉 3 0 五 , 们 这 让 又 显 因 为 有 了 .9 臣 的 家 

请 固 网 茹 末 而 科 得 和 以 米糠 和 毒 芍 作 亲 调包 的 缚 区 。 一 般 的 销 费 , 则 如 当地 

氏 话 所 遂 :“ 友 品 小口, 一 月 二 洁 " 风 其 镍 厅 信 :来 代 呈 消 几 ， 生 庆 水 辫 试 

捞 》)， 立 ,1957 年 中 同人 均 及 让 消 费 52 有 上 用 脱粒 各 物 , 以 到 米 计 芍 侣 38 在 (1 

在 多 等 于 1 给 斤 fDwight Perkins :artcuitztral 站 eaelnpmerm ia 丰 Rn， 上 是 了 85 ， 

299 一 307 丈 )。 江南 的 生 笑 求 平 高 于 合 国 水 平 , 因 此 人 均 年 消费 粮 俯 43. 生 石 ， 

在 2 世纪 中 期 是 生 成 问题 的 .，18 强 年 汗 南 人 民 的 生 笑 水平 , 物 直 会 佐 于 20 

世 克 中 期 【 主 如 ， 我 让 很 少 钊 到 19 世纪 前 半期 江南 密 民 昨 洲 太 和 雪夫 的 记 

载 , 蕊 ,以 《请 种 农 齐 等 史籍 中 来 看 .当时 在 业 三 上 的 侈 售 是 相当 不 错 的 )。 因 

此 认为 19 上 忆 纪 中 期 江 贞 大 均 年 消费 煌 食 3 石 ,点 当 是 投 有 问题 的 ， 

[3] 才 会 -区 陈 家 对 四 务 醇 #, 蛋 于 学 间 经 捧 立 编 #$ 兰 三 于 五 。 

14] 必 可 和 盾 档 ?上 隆 天 奏折 ,第 5 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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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 1 -Te 内 洲 乔 到 站 二 油 汕 上 贴 

话 ，: 个 农妇 的 纺织 收 人 ,并 不 少 上 上 一 个 长 工 的 收入 11。 而 纺 

织 技能 较 局 的 农妇 ， 通 过 辛勤 的 劳动 ， 不 仅 可 以 养 锋 她 的 家 

人 ， 而 且 还 能 支持 子孙 读书 求学 ， 在 茶 些 情 总 下 其 至 还 可 以 

发 家 致富 121。 因 此 把 农妇 从 事 熏 织 业 的 收入 说 成 只 是 能 勉强 

维持 她 个 人 的 生活 ,是 不 符合 事实 的 。 

正 基 因为 巡 玄 的 纺织 劳动 在 农民 的 家 庭 经 济 中 起 到 了 如 

此 重要 的 作用 ,所 以 她 们 在 家 庭 中 经 济 地 位 也 随 之 发 生 恋 化 ， 

已 不 再 是 男子 的 附庸 。 史 称 上 海 “ 民 间 男 和 子 多 好 游 闲 ,不 事 生 

业 ， 其 女子 独 勒 苦 织 纤 ， 先 灯火， 至 达 且 不 体 ， 终 虽 生 资 ， 

率 伸 于 织 作 ”[ 和 家 也 之 时 ,所 出 布匹 ,日 以 万 计 , 施 于 之 徒 ， 

有 资 妇 如 养生 者 " 641 俗 多 游 于 , 精 妇 工 苘 话 ” 5 可见 在 一 

些 地 方 ， 男 子 反 弄 依 和 革 妇 玄 纺 织 而 生 话 。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介 不 

全 张 地 说 : 由 于 妇女 专 力 于 纺织 劳动 , 方 使 得 “ 妇 辫 能 拌 半 过 

天 "的 局 面 得 以 形成 。 

三 ”应 当 怎 样 看 待 农 家 妇 妆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问 题 ? 

上 述 的 这 种 “妇女 能 撑 羊 边 天 "的 局 面 , 与 妇女 在 生产 中 

地 位 上 下 的 传统 观点 形成 了 鲜明 对 照 。 我 们 应 当 如 和 何 看 符 这 

[11 谭 妇 天 家 范 指 出 + 本 明示 和 清 友 的 癌 兴 ， :个 家 有 甩 织 和 妇 如 果 :年 工作 360 日 ,其 收 

入 名 洲 [4 一 -15 两 殷 子 , 出 一 个 一 年 上 作 3 罗 日 的 长 工 所 得 高 出 如 和 莞 5 王家 攻 : 

“ 明 请 江南 请 费 风 气 与 消费 诗 构 描 还 3?)。 此 外 , 方 行 低 论 清 牧 前 期 相 纽 的 社 

会 苍 上 ?和 中 建 云 低 从 槐 纺 名 业 看 请 代 前 期 计 谎 小 宰 经 济 的 变化 # 也 认为 三 

地 世纪 之 前 ,江南 败 村 娠 总 业 的 劳动 收益 柑 当 的 高 ， 

[2 王家 范 尺 明和 衫 江南 消费 风气 与 消费 结构 描述 4? 。 

[3] 康熙 上 海上 兵 志 } 瞧 首 史 腾 序 。 

[4] 南 陛 Y 上 上 兹 抬 志 3? 卷 -- 风 人 恪 - 

[5] 有 陈 生 外 松 江 种 歌 了 。 



种 分 上 虹 呢 ? 

《一 )》 以 往 妇 玄 劳 动 同 题 研究 的 两 个 错误 出 发 点 

为 什么 一 些 学 吉 会 把 明 清 江南 农村 纺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

率 和 筋 惑 和 收 瘟 看 得 非常 低下 昵 ?” 主 昌 蛛 因 林 能 有 二 : 第 一 ， 

他 们 所 研究 的 主要 基 19 世纪 中 期 以 后 的 江南 农村 棉 稍 织 

业 ， 牡 所 得 出 的 结论 却 被 扩 太 到 了 整个 明 清 时 期 ,你 所 寺 

知 ,19 世 纪 中 期 以 后 层 江 南 农 村 杭 委 织 业 的 误 落 阶段 ,和 此 

时 正 在 兴起 的 机 器 销 织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相 砂 ， 农 村 棉纺 

级 手工 业 中 的 劳动 牛 产 率 自然 低 得 多 ;第 ,他 们 在 分 析 农 

村 妇 交 共事 术 药 织 业 生产 的 过 动 生产 率 时 ， 自 觉 或 不 自觉 

地 总 是 用 男子 从 事 太 田 并 作 的 劳动 和 后 产 率 作为 比较 的 标 

准 , 而 在 分 析 男 子 从 事 太 有 财 农 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时 , 又 主 要 以 

农 作 劳 动 昌 报酬 人 即 短 工 间 二 资 ) 为 基础 。 既 然 汉 子 的 农 作 

劳动 日 报酬 一 般 来 说 上 月 定 高 于 妇 龙 ， 所 以 好 妇 从 事 纺 织 业 

生产 的 劳动 生产 率 必 定 很 低 。 热 而 ,以 这 两 种 傻 定 作 为 出 发 

点 来 评价 1 进 纪 中 期 以 前 的 江南 窒 村 棉 委 织 业 中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, 是 很 成 问题 的 。 

首先 ，19 世纪 中 其 以后， 尽管 近代 棉纺 织 业 节 节 取 

胜 ， 惧 它 用 了 一 个 世纪 之 久 也 还 未 能 将 汇 南 农 村 棉 入 织 手 卫 

业 和 彻底 镁 除 ， 因 此 说 洒 南 农村 棉纺 织 业 中 劳动 生产 率 极 冉 低 

下 是 无 法 最 人 人 的。 其次， 在 以 农夫 从 事 大 册 农 作 的 劳动 生产 

率 为 标准 来 判断 农妇 从 事 棉 东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时 ， 必 须 省 

意 : 男子 的 太田 农 作 是 季节 柱 的 工作 ， 在 农闲 时 他 们 虽 无 事 

可 做 ， 查 仍然 要 吃饭 穿 友 。 他 们 在 农忙 时 所 得 的 工资 ， 实 际 

也 包括 了 一 部 分 农闲 无 活 可 于 时 的 生活 开支 ， 所 以 这 种 以 日 

诗 的 工资 【 即 短 工 工 资 ), 通常 大 大 商 于 以 日 平均 的 长 工 年 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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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z 洒 渤 除开 半 厚 开 消 肉 

《人 中 

次 :时 此 相反 , 农 则 妨 织 , 短 大 的 收 大 并 直 包 会 上 述 内 容 ， 

所 以 肯定 休 于 农夫 从事 太田 农 作 时 的 日 工资 因此， 以 家 六 

从事 次 用 农 作 的 劳动 日生 产 率 为 怀 准 来 判断 农妇 从 可 纺织 的 

伍 动 日 生产 率 , 并 不 是 -- 种 台 适 的 办 法 . 此 外 还 应 强调 :只 有 

以 同一 对 莹 或 同 种 生产 活动 作为 比较 的 出 寮 点 ， 比 较 才 会 更 

膛 多， 因此 我 们 应 当 进 行 的 比较 ， 是 男子 和 妇 立 都 从 事 纺 

组 他 时 的 芳 动 牛 产 率 的 比较 5 或 者 男子 和 妇女 部 从 事 无 四 我 

件 时 的 亏 动 千 产 率 的 比较 ) ,以 及 妇女 从 事 宰 纺织 业 与 共事 大 

出 农 和 的 比较 如果 我 们 进行 的 是 这 类 比较 ， 堵 么 我 们 即 可 

看 到 妇女 级 劳动 止 产 率 于 不 低 。 

相对 而 言 . 勿 纺织 业 对 体力 的 要 求 丰 像 大 一 农 作 那 么 大 ， 

而 对 于 作 拉 能 和 玖 练 程度 的 要 求 却 较为 明显 。 在 神功 织 业 

中 , 男 于 的 恒 力 优势 并 和 不 突出 .而 工作 技能 和 熟练 程度 则 与 女 

工 一 样 ， 都 只 有 通过 长 期 的 训练 才能 获得 。 因 此 在 棉 劳 织 亚 

中 , 男 式 劳动 生产 具 的 差别 并 不 很 大 。 与 此 相 庆 ,在 大 田 农 作 

中 ， 押 于 妇 女体 力 的 限制 ， 浆 惠 等 倒 醒 的 农活 攻 须 由 中 于 香 

要, 特别 是 本 和 禄 才 复 种 制 下 , 居 秋 两 个 “双抢 ” (抢收 抢种 ) 时 

六 , 使 妃 消 寿 极 大 , 更 非 区 恨 于 作为 主要 大 动力 不 可 。 四 此 ， 

尽管 许多 学 者 鉴 持 计 为 旭 玄 之 转 问 纺织 亚 是 由 于 草 削 和 加重 或 

大 口 目 刃 加 灰 所 引起 的 航 氏 挤 级 委 困 化 的 表现 ,但 事实 却 是 : 

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尽管 短工 工资 不 断 上 升 , 但 是 农民 仍然 

宁愿 雇用 短 ] ， 因 此 我 业 中 得 工 劳动 的 运用 马 明 代 后 期 更 为 

广泛 。 史 称 “ 吴 农 治 田 力 档 .去 耕 妇 饶 , 狐 不 眠 给 ,雇请 单 卫 ， 

以 冲 其 事 "!3。 亦 即 农妇 只 送 饭 而 不 下 田 筋 动 , 而 同时 农民 却 

豆 飞 短工 类 助 工作 。 汶 什么 农民 不 注目 家 豆子 下 田 劳 动 从 而 

L11 稍 赔 胡 金 址 : 明 清 时 伐 灾 出 中 等 纸 性 和 雇 镍 薄 动 问 非 等 所 性 雇佣 劳动 的 过 

小?: 于 二 和 意 :# 明 蒲江 南 农 业 床 工 疆 背 的 利 痢 问 题 ?。 

[3 “而 鹤 阳 书 理 成 ? 职 方 暴 . 苏 州 谎 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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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要 雇 短 工 呢 ? 我 以 汽 主 要 原因 ， 就 是 妇 玄 在 农 忆 时 节 的 天 

田家 人 攻 中 志 动 生产 率 较 低 。 由 于 妇女 在 大 田 农 作 中 只 能 充当 

次 蓝 角 色 ， 上 央 此 妇 玄 共事 大 由 农 作 时 不 可 能 得 到 与 团子 相同 

的 邦 动 报酬 。 近 代 的 调查 证 明了 事实 正 足 则 此 ， 人 鹿 恕 在 与 江 

南 上 毗邻 的 宁波 地 区 ，1930 年 代 的 调 可 显示， 家 好 从 事 太 田 生 

产 所 获 工 资 仅 为 农 去 的 3 名 一 拓 吕 1， 而 在 1959 --19379 年 

的 大 民 会 社 时 代 ， 尽 管 政府 大力 推行 “男女 平等 ”、“ 男 女 

通 工 局 酬 ” 的 政策 ， 但 是 在 松江 县 华 阳 桥 的 集体 农业 中 ， 妇 

玄 劳 动 日 报酬 世上 只 有 男子 的 805124。 人 人民 公 社 时 代 妇 女 相 

对 社会 和 痉 济 地 位 之 高 是 史无前例 的 《在 某 种 程度 上 可 以 

说 是 依靠 政治 力量 的 强制 才 达 到 的 ), 这 时 旭 妇 的 劳动 报酬 

尚且 如 此 ,那么 明 清 江南 妇 玄 从 事 大 田家 作 的 劳 友 报 酬 蜂 

定 大 大 低 于 男子 的 80 名 很 案 ，、 然 而 如 前 所 述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

江南 农妇 共事 柿 纺织 业 的 荔 动 日 报酬 大 约 相 汉 于 长 工 劳动 

日 报酬 的 中 铭 。 诬 当 说 ， 这 肯定 高 于 农妇 共事 大 田 农 作 的 

劳动 日 报酬 。 

《二 ) 在 妇女 区 动 问 题 上 传统 观点 的 三 个 误区 

此 外 ， 我 们 还 要 对 妇 鼠 在 社会 牛 产 中 的 地 位 向 题 上 存在 

者 的 两 种 省 行 看 法 , 作 一 讨论 .这 两 种 看 法 是 :(1) 由 于 生理 局 

限 和 家 务 拘 绊 ， 所 以 妇 妇 在 生产 劳动 中 所 起 的 作用 必 和 定 不 如 

勇 子 5(3) 由 于 在 近代 以 前 的 经 济 中 ,农业 是 首要 的 生产 部 站 ， 

而 男子 又 是 农业 生产 的 主要 承担 者 ， 所 以 男子 必然 在 社会 生 

| 1] Susan 了 amn ; 镍 omhen 肿 5rK ia Re Wap 几 reu To 一 了 只 和 . 

2] 贡 守 知 ， JR Pieasarg 天 naily 杂 m 训 属 本 rt Pdaphmend Im Er rr rt， 卫生 和 一 

1988，2423 页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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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产 中 占有 证 要 地 作 而 妇女 只 能 占有 次 要 地 位 。 - 般 而 言 ， 这 

两 种 有 在 法 是 正确 的 ， 因 而 成 为 绝 大 多 数学 者 看 待 近 代 以 前 中 

国 农 家 男女 劳动 问题 的 基本 出 发 点 。 然 而 有 具体 对 于 明 清 江南 

而 计 , 这 两 种 否 法 是 否 适 用 , 则 尚 待 闪 和 人 分析 。 

放 和 多， 我 们 承认 : 由 于 人 二 力 较 弱 ， 明 清江 南 农家 妇女 

在 邯 动 吾 度 很 大 的 太田 农 作 中 ， 人 确实 不 能 与 男子 相 比 但 

是 ， 这 闭 不 意味 作 在 那 监 对 体力 的 可 求 相 对 较 低 的 入 织 业 

竺 产 夯 动 中 傅 癌 也 同 梓 如此， 事实 上 ， 和 织 工作 对 芳 动 者 

的 技艺 和 见 练 程度 的 要 求 ， 过 党 超 过 对 体力 的 要求 。 因此 

之 故 ， 如 有 果农 家 男子 在 药 织 技能 训练 方面 不 如 妇 妆 的话 ， 

那么 他 们 在 劳 织 工作 效率 和 工艺 水 平 上 肯定 也 难以 与 农妇 

相 比 其次， 家务 竹 身 的 确 是 制约 妇女 参加 生产 荔 动 的 首 

要 因素 . 但 旦 从 另 一 方面 来 看 由 于 取 扣 家 务 劳 动 ， 妇 女 

上 必 有 月 成 天 在 家 ， 而 这 恰好 正 是 农家 棉 伪 织 业 生 产 的 工 乍 场 

所 - 这 样 ， 比 起 必须 在 户外 农 作 的 淄 子 来 妇女 在 从 事 家 

庭 纺织 业 生 产 方 面 享有 相当 的 便利 。 这 也 可 以 说 是 她 们 的 

个 优势 。 困 此 ， 说 罕 家 妇女 开 论 在 什么 生产 营 动 中 都 必 

定 过 于 浮子 ， 似 失 之 俩 申 。 

第 二 ,在 明 祖 江南 ,农业 的 确 仍 然 是 最 重要 的 生产 部 门 。 

但 是 近 才 的 研 完 已 经 证 明 ,到 清 找 中 期 ,江南 许多 地 方 的 农村 

棉纺 织 业 已 经 成 为 与 舟 业 同 等 重要 的 生产 部 门 ， 农 户 从 家 庭 

纺织 业 生 产 中 所 获得 的 收入, 已 与 从 农业 中 获得 的 收 人 不 相 上 

让 。 而 如 拙 文 4 探 讨 之 一 ?所 述 , 正 基 在 此 时 ， 溪 耕 女 织 " 也 成 为 

江南 农家 男 如 芳 动 安排 的 支配 性 模式 。 因此 至 少 是 从 理论 上 来 

说 ， 妇 如 劳动 在 社会 生产 中 的 王位 ,不 是 证 有 可 能 与 田子 劳动 

相 河 。 

最 后 ,我 们 还 要 谈 一 谈 家 务 劳 动 和 辅助 劳动 的 问题 。 

就 绝 大 元 数 情况 而 言 ， 妇 女 在 社会 生产 中 确实 未 能 享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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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男子 相同 的 地 位 ， 得 这 并 不 意味 着 她 们 不 参加 任何 劳动 。 

她 们 之 所 以 丰 能 在 社会 生产 中 起 更 大 的 作用 ， 很 大 程度 上 是 

由 于 她 们 是 家 _ 务 劳动 的 主要 或 者 惟一 承担 者 。 在 近代 以 前 的 

中 国 普 通 家 庭 里 ,妇女 不 仅 承 起 着 全 部 日 常 家 务 ,而 且 还 要 生 

儿 音 女 .侍候 老人 和 丈夫 。 这 些 工 作 十 分 繁重 辛苦 ,在 许多 明 

清 名 人 如 肯 献 章 . 昊 伟业 . 段 玉 裁 、. 王 鸣 盛 . 汪 辉 祖 、 杀 星 衔 、 洪 

亮 吉 . 刘 宝 杭 .林则徐 、` 沈 兆 霖 、 王 先 谱 . 曹 怕 , 左 宗 党 等 回忆 二 

薪 的 感人 文字 里 , 都 有 明 衫 的 证 据 00。 好 们 为 繁重 的 家 务 劳 

动 所 疆 ， 故 不 可 能 在 生产 劳动 中 起 和 男子 相同 的 作用 。 但 是 

我 们 要 强调 : 家 务 劳 动 也 是 社会 生产 所 圳 以 进行 的 一 个 必要 

条 件 。 一 般 说 来 ,农夫 的 王 作 ,只 有 在 农妇 承担 家 务 劳 动 的 前 

担 下 才能 完成 。 这 从 长 王 劳 动 的 情况 可 见 之 。 由 于 长 工 只 是 

单身 出 雇 ， 因 此 在 生活 上 必须 享有 主人 察 提供 的 各 种 服务 

(例如 史籍 中 所 说 的 " 馆 负 "等 ) , 方 得 专 力 于 农 作 T21。 而 在 普 

通 农家 .这 些 正 是 农妇 家 务 劳 动 的 主要 内 容 之 一 。 因此 从 更 

三 证 的 意义 上 来 说 ， 家 务 劳动 也 应 当 被 列 人 生产 劳动 。 此 

外 , 当 人 的 体力 在 生产 劳动 中 占 月 支配 地 位 的 时 代 , 妇女 自 

刁 的 生理 特点 决定 了 她 们 在 最 主要 的 生产 劳动 《 即 大 田家 

人 ) 中 不 能 与 男子 扮演 同样 的 角色 , 但 是 她 们 所 起 的 辅助 作 

用 仍然 不 可 牧 视 。 例 如 从 《 访 氏 农 书 》 来 看 , 地 主 雇 长 工种 

田 ,在 某 些 生产 环节 上 ,仍然 还 要 另 雇 短 工 帮 助 131。 从 某 种 

意义 上 说 ,这 些 短 工 起 到 了 农妇 通常 所 起 的 作用 。 因 此 没有 

妇 妇 所 提供 的 生活 服务 和 辅助 劳动 ， 农 夫 是 很 难 顺 利 进行 

大 田 农 作 的 。 

[1 秀和 本 贞 :< 明 清 交 许 中 的 母子 甘 系 一 一 性 别 .感情 下 其 仙 》。 

[2] 改 沈 氏 农 书 4 与 4 补 农 书 3 里 均 有 关于 此 方略 的 论述 。 

[3] 因此 《 绾 氏家 书 ?中 在 计算 人 工 成 计时 ,除了 长 工 工钱 外, 允 吕 到 "田村 . 蜡 工 

之 贰 ,以 窜 花 、 帮 章 抵 之 "。 

汉 访 玫 示 薄 [ 咱 诺 卡 ]J[ 熙 站 等 友 ] 
- 十 中 一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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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分 析 表 明 : 在 清 代 江 南 农 村 的 社会 生产 中 ， 农 家 妇 

区 的 劳动 生产 率 并 不 如 许多 学 者 所 认为 的 那样 非常 低下 ， 相 

吧 ， 由 于 她 们 在 势 织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相 当 高 ， 所 以 她 们 在 

社会 生产 中 确实 起 到 了 "半边 天 "的 作用 。 

四 “ 男 耕 女 织 ” 

一 一 近代 以 前 江南 农家 劳动 安排 的 最 佳 模式 

如 前 所 述 , 务 子 从 事 大 田 农 作 , 可 以 更 好 地 发 挥 其 体力 较 

强 的 长 处 :而 妇 玄 共事 彬 委 织 业 , 却 可 和 避 开 其 体力 较 弱 的 短处 

而 充分 利用 其 在 家 时 间 较 多 的 特点 。 这 样 做 的 结果 ， 是 使 得 

罚 辫 叉 方 的 劳动 生产 率 都 因此 而 得 到 提高 。 经 过 长 期 摸索 ， 

江南 农民 亚 汪 认识 到 了 这 种 安排 的 好 处 ， 从 而 最后 才 形 成 了 

“ 男 寿 女 织 "这 -使 男女 双方 自然 优势 得 以 最 好 发 挥 的 分 工 模 

式 。 从 这 个 意 必 上 我 们 可 以 说 :“ 男 耕 女 织 ” 是 近代 以 前 江南 

农家 劳动 安排 的 蚊 佳 模式 。 下 面 ， 我 们 就 来 对 比 一 下 在 萌 有 

的 “夫妇 并 作 "模式 下 和 在 新 的 “ 男 耕 女 织 "模式 下 农民 家 庭 生 

产 活动 的 经 济 效益 。 

(一 ) “夫妇 并 作 "与 " 男 业 织 "两 种 分 工 模式 下 

农户 劳动 生产 率 的 比较 

在 明代 后 期 松江 的 “夫妇 并 作 ” 模式 下 , 农夫 与 农妇 共同 

有 队 事 天 田 作业 。 但 是 即使 如 此 ， 大 田 农 作 中 对 劳动 者 体力 要 

求 最 大 的 工作 一 一 整地 ,仍然 是 由 男子 承担 。 按 照明 清江 南 人 

力 耕 星 的 一 般 工 歼 ,整地 1 机 ( 翻 1 遍 、 倒 2 遍 ) 融 竟 2 个 劳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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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1 。 因 此 明代 农家 种 田 25 亩 ,整地 工作 共 需 50 个 男 了 于 的 荆 

作 日 。 收获 之 后 的 研 米 ,也 一 向 是 男子 的 工作 . 用 鞋 丰 米 ,每 石 

和 谷 需 直 个 劳动 日 21。 生 妈 .5 石 稻谷 , 需 一 个 男子 工作 妈 日 。 整 

地 与 研 米 外 的 所 有 工作 , 则 由 男女 分 柑 , 即 和 从 自 劳动 163 日 。 

一 个 农夫 一 年 劳动 的 总 日 数 为 300 月 ， 扣 除 上 述 在 害 田 中 工 

作 的 275 日 ,只 旭 下 25 日 可 用 于 从 事 其 他 和 劳作。 农妇- 一 年 劳 

动 的 总 日 数 为 200 日 ,扣除 农田 工作 163 日 , 仅 余 37 日 。 如 果 

这 对 夫妇 把 所 余 的 这 反日 全 部 用 于 委 织 ,按照 生产 1 匹 布 需 

要 6 个 劳动 日 的 工效 ,可 以 生产 棉布 由 丐 。 国 此 他 们 一 年 劳 

动 生 产 的 总 产品 为 刀 .5 石 米 和 10 匹 布 -在 清 代 中 期 的 松江 ， 

耕种 10 亩 水 田 (! 稻 与 才 ) 需要 180 个 劳动 日 , 娠 米 37 石 需 要 

37 个 劳动 日 ,共计 217 个 劳动 日 ,全 部 都 属于 男子 的 工作 。 此 

外 男子 还 余下 83 个 劳动 日 。 比 时 的 农妇 不 计 下 田 劳 动 ,其 200 

个 劳动 日 全 都 可 以 专用 于 委 织 。 撤 照 拘 样 的 工效 ,这 对 去 妇 的 

283 个 劳动 日 ， 可 羽生 产 47 匹 布 。 因 此 这 对 去 妇 一 年 生产 的 

总 产品 即 为 37 石 米 和 33 匹 布 。 

内 以 上 总 产品 中 ， 明 和 伐 后 期 松江 农户 必须 还 拿 出 旺 租 

31.3 石 ,并 扣除 生产 成 本 12.5 石 (不 包括 工 食 ), 因此 剩 下 的 

18.7 石 , 才 是 农 作 的 净 收 入 .生产 10 匹 布 所 得 的 收 人 ,按照 1 

匹 布 =1.5 斗 米 的 比例 , 共 1.5 石 米 。 二 者 人 台 计 , 这 个 农户 的 

奖 收 入 约 为 20 石 米 。 与 此 相对 照 , 清 代 中 期 松江 农户 从 37 五 

总 产品 中 扣除 地 租 15 石和 生产 成 本 (不 包括 工 食 )6.3 石 ,还 

作 15.7 石 。 从 47 匹 布 中 所 得 到 的 收入 ,按照 同 样 的 比例 , 合 

米 7.1 石 。 二 者 合计 ,一 共 23 石 。 也 就 是 说 , 清 代 中 期 农户 的 

年 净 收 入 , 比 明 代 后 期 户 密 出 15% 。 

[ 李 伯 重 : 明 宝江 南 水 称 生 产 失 的 袜 座 的 提高 ?。 

[2] 世贸 务农 座 让 ， 

级 漠 舍 加 洱 F 省 内 上 上 [敌对 短 曙 】 
十 权 人 加 四 Jereee mm 一 me mir emr L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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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DS8T 一 0 人 1) 和 党 乔 和 到 症 部 束 纲 疝 

这 里 还 有 两 点 需 槛 强调 : 第 一 ， 上 述 明 代 后 期 松江 的 情 

况 , 是 -个 非常 特殊 的 例子 , 因为 除 此 之 外 , 我 们 至 今 尚 未 在 

史料 中 发 现 -个 农户 在 如 此 之 大 的 家 庭 农场 上 获得 如 此 之 

高 的 盲 产量 的 事例 。 如 果 我 们 使 用 顾炎武 在 《 官 田 始末 考 》 附 

录 “ 碱 科 议 * 中 所 说 的 明代 后 期 苏 松 一 般 诗 产 量 (2 石 米 ) 来 计 

算 的 活 , 那么 这 个 农户 的 一 年 总 净 收 入 就 只 有 14 右 米 《农田 

收入 12.4 五 ,纺织 业 收 入 1.5 石 )。 与 此 成 为 鲜明 对 车 的 是 ， 

“人 克 十 南 " 的 家 庭 农 场 上 获得 3.7 石 米 ( 稻 才 合 计 ) 的 情况 ， 

在 清 代 中 期 的 江南 是 很 普 记 的 0。 所 以 我 们 可 以 说 , 上 面 的 

比较 ， 实际 上 是 明代 后 期 松江 境况 较 好 的 农户 和 清 代 中 期 松 

江 一 般 的 农户 的 比较 ， 而 这 个 比较 的 结果 仍然 证 明了 后 者 的 

经 营 效益 优 于 前 者 。 第 二 ,除了 农夫 和 农妇 之 外 ,家 家 的 其 他 

成 员 ( 主 筑 是 老 鳃 ) 也 能 提供 一 些 辅助 性 劳动 。 大 田 农 作 对 这 

类 辅助 性 劳动 的 需要 不 大 ， 而 在 纺织 业 中 这 种 辅助 劳动 却 颇 

有 用 武之 邮 ， 因 为 在 势 织 业 生 产 中 ， 纺 纱 工 作对 体力 和 技能 

的 要 求 均 较 为 有 限 ,比较 适合 老 幼 人 手 的 特点 。 因 此 ,农妇 能 

够 用 于 织 布 的 时 间 越 多 ,农家 鞭 他 成 员 的 辅助 性 劳动 也 就 越 

能 够 得 到 发 挥 。 在 上 述 的 例子 中 ,， 清 代 中 期 松江 农户 中 仅 农 

妇 -- 年 可 用 于 委 织 的 时 间 就 多 达 200 个 劳动 日 。 如 果农 妇 把 

这 200 个 劳动 且 全 部 用 于 织 布 的 话 ， 那 么 将 为 这 个 农户 中 的 

其 他 成 员 提 供 多 达 600 个 劳动 日 的 纺 纱 工作 机 会 。 与 此 相对 
照 ， 明 代 后 期 松江 的 农夫 和 农妇 一 年 可 用 于 纺织 的 时 间 ， 总 

计 也 不 过 62 个 劳动 日 , 即使 全 部 用 于 织 布 , 也 只 能 为 其 家 庭 

的 其 他 成 员 提 供 250 个 左右 的 纺 钞 工作 机 会 ， 还 不 到 清 代 中 

[i 司 如 张 诲 珊 说 :他 (11804 年 ) 苏 . 检 土 焉 人 再 .一 夫 所 耕 和 不 能 十 调 。 人 给 氏 《 甲 

子 带 和 壮 入 讽 ?, 收 于 《皇朝 径 世 文 钨 ? 郊 四 十 三 ;当时 亩 产量 ,苏州 常 法 到 3 石 

【 包 世 上 尿 《 才 安 吴 四 种 4 鸭 一 十 五 《 齐 民 四 了 术 $ 装 二 农 二 ), 松江 在 1823 年 以 前 也 

般 是 了 石 民 征 部 相 咨 9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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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的 一 半 。 这 样 ,妇女 专 力 于 级 布 ,使 得 骸 家 闲置 的 辅助 劳动 

力也 因此 而 得 到 更 充分 的 发 悍 ， 从 而 提高 了 作为 一 个 经 济 单 

位 的 农民 家 谋 的 劳动 生产 率 和 经 镜 收 入 。 反 之， 由 于 纺 钞 的 

芳 动 生产 率 较 低 ,把 这 项 工作 交 给 家 庭 中 其 他 成 员 去 和 做 ,也 使 

得 农妇 能 够 集中 力量 从 事 劳 动 生产 率 较 局 的 织 布 劳动 ， 因 而 

也 提高 了 农妇 的 劳动 生产 率 !11。 因 此 ,农妇 之 六 力 十 芒 织 .对 

农 访 家 许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高 大 有 促进 。 

《二 ) 开 芭 人 台 理 的 就 征 斑 里 的 ":” 田 示 女 织 " 模 式 

的 生命 力 

正 困 为 在 这 种 “ 罚 耕 去 织 ” 的 分 工 模式 下 农民 家 庭 的 

荔 动 牛 产 认可 以 得 到 最 太 程 度 的 发 挥 ， 所 以 这 种 模式 最 终 

变 成 了 江南 农家 劳动 安排 上 的 支配 性 模式 ， 并 有 力 地 促进 

了 江南 经 济 的 发 展 - 不 仅 如 此 ， 即 使 外 部 条 件 发 生 了 很 大 

变化 ， 只 要 此 合理 性 还 存在 ， 这 种 模式 仍然 可 以 生存 下 

去 。 这 一 点 ， 最 明显 地 表现 在 1850 年 以 后 的 江南 。 太 平 天 

图 之 后 ， 江 南 人 口 关 少 近 半 ，“ 人 人 口 压 为 ”大 大 缓和 ， 大 

均 耕 地 面积 节 大 到 了 明示 的 水 平 。 与 此 人 同时， 江南 的 农村 

棉 委 织 亚 也 在 近代 棉纺 织 业 的 猛烈 冲击 下 日 益 衰落 。 在 此 

时 候 ， 江 南 农民 放大 “ 男 耕 女 织 ” 的 劳动 安排 模式 、 返 回 

明代 后 期 的 “去 妇 并 作 ” 的 模 式 ， 拟 乎 不 仅 可 能 、 而 且 看 

上 去 也 上 申 为 合理 。 但 是 尽管 如 此 ， 江 南 宜家 并 未 做 出 这 样 

的 选择 ， 他 们 仍然 将 “性 耕 女 织 ”的 模式 维持 了 大 半 个 地 

[1] 即使 刘 了 江南 上 布 生产 走向 末日 的 1920 年 前 后 ， -个 上 海 部 区 农家 妇 克 一 年 

织 2 有 9 匹 布 , 年 收入 达 30 元 ( 商 背 可 达 吉宗 元 ), 但 农妇 顾 阿 妹 之 去 在 标 州 轧 

求 厂 工 作 ， -月 工资 人 3 元 ( 徐 新 下: 尽 江 南 十 布 出 .242 一 243、244.249 页 孝 农 

如 竹 簿 氏 . 阵 秋 南 . 顾 阿 杂 回 忆 )。 

二 下 上 王 上 查 才 --mrim 本 本 二 二 册 训 了 卫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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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 [11。 许 多 学 者 惊 吸 "中国 待 统 小 农 经 济 的 坚韧 性 及 其 对 现代 

化 的 顽强 抵抗 ", 并 常常 将 其 此 于 农民 的 保守 落后 。 然 呵 , 对 

于 受过 商品 经 讲 长 期 重 陶 .一 向 对 新 事物 (例如 新 作物 、 新 技 

本 .新 的 市 场 机 会 等 ) 其 有 和 良性 反 诬 的 汀 南 农 民 来 说 ,这 圳 解释 

亿 平 难以 成 二 。 更 如 合理 的 解释 应当 是 :在 13 世纪 中 期 以 后 的 

近 - :个 世纪 中 , 与 其 他 可 选择 的 芳 动 安排 模式 相 比 较 ,“ 男 耕 女 

织 " 的 模式 仍然 还 具有 相对 的 优越 件 。 妆 然 , 任 这 个 世纪 中 ,这 

种 优越 手下 在 不 断 地 囊 和 ,并 因 帮 而 导向 了 农村 危机 的 日 益 加 

剧 。 人 查 是 在 它 还 设 有 御 属 豆 失 之 条 ,以 它 为 依据 的 农民 家 庭 经 

泛 形 式 也 就 还 能 项 强 地 牛 存 下 来 。“ 凡 是 现实 的 都 是 台 理 的 , 凡 

在 合 理 的 也 都 是 现实 的 "。 扩 此 近 数 二 年 来 , 人 们 一 直 抠 名 " 男 

耕 立 织 ” 为 代表 的 江南 农家 劳动 安排 模式 视 为 入 俱 经 济 现代 化 

的 罪魁 祺 首 之 一 , 然而 不 和 容 和 理 认 的 事实 却 是 : 大 们 而 图 用 来 取 

代 它 的 那些 模式 ( 屋 如 集体 化 时 代 的 男女 共同 从 事 农 业 ) ,从 劳 

动 生 产 率 方 面 来 看 可 能 还 不 及 它 。 在 今天 的 许多 江南 农村 中 ， 

实行 规模 经 营 的 大 四 农 作 ,， 通常 主要 由 男子 阶 包 经 营 ; 而 妇女 

( 包 揪 外 来 的 “打工 妹 ”) 出 主要 工作 于 以 轻 外 工业 为 主 的 家 庭 

工厂 或 村 办 工厂 中 。 这 种 情况 ,无疑 是 过 去 “ 男 寿 女 织 "模式 的 

影子 。 当 然 ,历史 并 没有 重演 ,不 过 历史 也 不 会 中 断 。 如 网 世上 

其 他 一 切 曾 经 出 现 过 的 经 济 形式 一 样 “ 男 耕 女 织 " 这 种 农家 页 

动 安 排 模 式 . 只 阳 其 人 台 理 性 尚未 发 挥 殉 尽 ， 它 就 不 会 自行 退出 

历 虫 舞台， 尽管 可 能 会 一 度 消 失 , 得 后 来 终 又 以 新 的 形式 和 内 

涵 , 重 新 出 现 于 历 忠 。 这 怡 怡 从 另 一 个 方面 证 明了 我 们 的 观点 : 

既然 “ 男 耕 女 织 "在 今天 尚 有 相当 的 优越 性 , 那么 在 近代 以 前 ， 

这 种 优越 性 自然 更 加 明显 因此, 岗 “ 男 耕 妇 织 " 是 近代 以 前 江 

南 农 家 劳动 实 排 的 最 佳 模式 ,是 一 点 也 不 过 分 的 。 

[1 徐 新 百 芭 江南 土 市 史 #, 豚 言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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诈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的 
节 动 生产 率 

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处 

于 停 沛 或 下 降 吗 ? 

引 耻 

近 二 十 年 来 中 外 清和 代 社 会 经 济 史 研究 中 所 取得 的 最 重 

要 成 果 之 一 ， 是 破除 了 传统 的 “ 清 代 停 洲 ” 论 。1840 年 

以 南 的 清 代 社会 ， 不 再 被 视 为 一 个 黑 梅 尔 所 形容 的 那 种 

本 万 贫 ” 式 的 停 流 社会。 越 来 越 密 的 研究 证 明 : 在 消 

代 前 中 期 (太平 天 国运 动 波及 江南 之 前 ， 即 1644 一 

1850 年 ) ， 中 国 的 经 济 曾 有 上 烟 大 的 发 展 。 一 些 学 者 更 因 这 
些 发 展 与 近代 早期 欧洲 的 经 济 发 展 颇 有 相似 之 处 ， 故 仿 
照 欧 洲 的 情 咒 ， 把 晚 明 至 清 代 中 期 的 三 个 世纪 称 为 中 国 
的 “近代 早期 ”。 上 群 然 经 济 发 展 与 劳动 生产 率 提 高 有 密 
切 关 系 ， 从 脖 辑 上 来 推断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经 济 的 发 展 ， 很 
可 能 是 由 于 农 必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所 致 .然而 尽管 如 

此 , 清 代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未 有 提高 的 传统 见解 ， 至 今 仍 

Rare -一 一 一 上 

和 

提 飞 主题 蛋 属 邢 站 囊 和 加 卫 导 本 入 
-和 且 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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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二 

然 超 史学 界 的 主流 看 法 [1。 有 些 学 者 认为 ， 清 代 中 国 寂 

民 和 劳动 生产 率 有 所 提高 ,不 过 主要 是 发 生 桩 中 国 中 部 .西部 

乃至 北部 的 发 展 中 地 区 . 炙 发 达 地 区 和 重新 开发 地 区 121。 

至 于 在 东部 的 发 达 电 区 【区 其 是 最 发 达 的 江南 邮 区 ) ,学界 

的 基本 颌 向 仍 是 农 氏 劳动 生产 音 末 有 提高 ， 特 别 是 到 了 

ti9 志 纪 前 半期 ,更 是 明显 信 谢 甚至 下 降 . 一 些 学 者 对 清 代 前 

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舍 清 或 下 降 的 问题 ， 还 提出 了 和 寿 

于 有 影响 的 理论 131。 因 此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后 广 率 

停滞 或 下 降 ,在 某 种 程度 上 公平 已 成 为 学 界 的 共识 。 

然而 ,这 和 醒 看 法 明显 与 下 列 事实 相互 冲 活 ， 

1. 江南 的 经 济 发 展 

在 今天 ， 大 多 数学 者 都 同意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经 济 有 颇 

大 发 展 ， 同 时 不 少 学 虱 又 认为 在 此 时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

率 伺 澡 或 下 降 。 这 就 出 现 了 一 个 很 大 的 巴 忆 :一 方面 是 整个 

经 济 有 颇 大 发 展 ， 而 另 一 方面 却 星 在 当时 社会 生产 的 最 重 

要 部 门 一 一 农业 一 一 中 ,劳动 生产 率 停 少 或 干洗. 一些 党 者 履 

111 例如 ,在 19s0 和 人 年 们 中 期 和 1980 十 上 二 中 期 关于 “中国 南 本 主 兴 覃 村 "的 二 认 和 

19 员 年 做 早期 关于 “中 国 封建 社会 的 长 期 琵 续 ”的 讨论 中 ,， 大宗 数学 者 仍 捍 

侨 向 于 和 清 全 农 民 劳 动 和 后 产 率 下 降 。 

[2] 在 这 些 地 区 ,至 消 存 I9 己 纪 久 前 ,农业 曾 有 显著 发 展 [ 见 Dhvight Pertinn: .4 人 

REEnrad 下 epelopruertt a 和 Nina ， 了 了 365 一 9658，18，t3 臣 Yerhehien 友 ang: Secolar 

Trendln of 有 ice Prieta in Ilhe Yanglze Delta 1632 一 3935) 让 此 推论 .这些 地 区 的 农 

恨 和 劳 动 生产 举 应 当 部 有 相当 的 探 商 。 

[3] 人 铺 如 刁 扩 可 1973 人 第 提 出 的 “高 杰 平 平衡 灯 制 " 理 认 (网 Mark Flvin: 了 Ne Pourern 

才 5Fe Chinese Pa 以 及 黄 宗 条 1990 年 握 出 的 “过 妆 型 (又 称 内 秦 化 ) 增 长 "的 

理论 『【 见 Philip Haang: 7Re 让 rasai Pamdy akd 所 aral 而 sbejopmens 吕 直 E Ian 

Peim，71350 一 J9881 ,都 主要 是 依据 江南 经 验 每 出 的 ， 这 两 种 理论 的 核心 ,都 

是 请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央 民 劳动 生产 率 迟 汪 域 下 降 .并 入 这 种 停 消 或 下 降 提 人 鞭 了 

弄 论 才 县 ， 尽 符 这 两 种 理论 在 许 事 方面 受到 批评 , 伺 是 对 二 它们 关于 江南 内 

民 劳 动 生产 率 停 庙 的 观点 , 却 为 许 委 学 者 所 接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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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了 这 个 秆 盾 ， 力 求 用 农村 劳动 失 农 业 向 农村 家 庭 手 工业 转 

称 来 加 以 解决 。 但 是 另外 一 些 学 者 却 又 指出 农村 家 许 手 工业 

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比 农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更 借 001。 还 有 一 些 学 

者 将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经 放 发 展 的 原因 归 之 于 城镇 本 商业 的 发 

展 。 但 这 就 意味 着 此 时 的 江南 经 济 由 两 个 劳动 牛 产 率 变 化 裁 

狼 不 同 的 部 分 组 成 :一 个 是 等 动人 生产 率 迅 速 提 高 的 城 外 经 济 ， 

而 另 一 个 则 是 劳动 生产 率 停滞 甚至 下 降 的 农村 经 济 。 也 就 是 

说 ， 皇 在 近代 工业 移植 人 江南 之 前 很 和 久 ， 江 南 经 济 束 已 经 是 

“二 元 经 济 ” 了。 不 仅 好 此 , 这 还 意 昧 着 城镇 经 济 部 分 在 江南 

的 束 个 径 济 中 点 有 主要 地 位 ， 所 以 城镇 经 济 的 成 长 少 能够 审 

动 特 个 社会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。 很 明显 ， 这 种 说 法 也 是 很 难 

成 立 的 因此， 如 果 我 们 同意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经 放 有 很 大 发 

展 , 阿 时 又 坚 反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停 请 或 下 降 .那么 我 们 就 不 能 

回避 以 下 问题 : 当 着 -个 社会 中 大 志 数 生产 者 的 劳动 生产 率 

停 汪 或 下 降 的 时 候 ,经 济 怎 么 会 出 现 很 大 发 展 醒 ? 

2. 江南 农村 的 劳动 力 不 足 

近来 大 多 数 关 于 清和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人 迟滞 或 

下 降 之 说 ,实际 上 都 建立 在 由 “人 口 正 力 ” 理论 所 派生 出 来 的 

“江南 农村 劳动 石 过 剩 ” 的 假设 之 上。 确实 , 在 既 有 的 资源 与 

技术 条 人 忻 干 ， 簿 动 力 的 供求 状况 对 干 劳动 生产 率 的 变化 往往 

共有 关键 性 的 作用 ， 固 此 一 个 地 区 劳动 力 过 剩 往往 会 引起 劳 

动 生产 率 的 停 带 或 下 降 。 然 而 、 正 如 我 近来 对 于 江南 人 口中 

的 研究 所 表明 的 那样 ， 江 南 人 口 增 长 速度 自 南 宋 以 后 日 趋 减 

组 ,到 清 代 前 中 期 年 增长 率 已 降 至 3%o 这 样 一 个 低 水 平 , 间 时 

[站 见闻 让 重 :& 对 耕 辫 嵌 ” 与 “半边 天 "前 色 的 形成 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妇 况 劳 二 

问题 探讨 之 一半 巴 收 大 本 书 )。 

四 [人 

- - 二 

Un 一 ee 

册 展 诈 直 对本 邢 秀 到 六 著 召 合 韦 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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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断 发 展 的 城镇 又 越 来 越 多 地 吸引 着 农村 劳动 态 I0。 这 种 低 

增长 意味 着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劳动 力 供 给 的 增长 十 分 缓 惕 。 在 

清 代 六 中 期 ,江南 生产 的 粮食 已 经 不 能 自给 月 足 , 而 也 王 硒 此 

时 - 些 高 产 的 农 作 方 式 ( 如 双 季 和 耕 .上 甘 莫 .水稻 区 种 法 等 ) 被 介 

绍 到 了 江南。 上 至 学 帝 、 督 乓 大 员 ,. 下 至 地 方 窑 员 和 士绅 , 在 

江南 提倡 这 些 农 作 方 式 不 遗 余 方 [21 , 但 是 江南 农民 却 始 终 响 

训 者 寥 窜 。 为 什么 会 如 此 了 昵 ? 其 主要 原 国 之 -就 在 于 这 些 农 

作 方 式 属于 高 度 劳 动 集约 型 ,需要 投 人 大 董 劳动 ,而 江南 农村 

劳动 力 不 足 ,因此 难以 式 担 这 些 耗 用 劳动 较 克 的 工作 [0 。 如 

朱江 南 农 村 真 的 本 有 大 量 过 鳃 施 动力 ,那么 江南 农民 为 何不 

像 同 时 期 的 福建 等 地 农民 那样 ， 或 者 采用 这 些 可 以 容纳 更 多 

劳动 的 农 作 方 式 ,或 者 大 批 迁移 到 外 地 呢 ? 

3, 讶 南 农民 生活 水 平 的 提高 

劳动 生产 率 停滞 或 下 降 的 直接 后 果 之 一 ， 是 广大 劳动 人 民 

的 生 测 水 平 普通 下 降 。 然 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， 我 们 并 未 发 现 关于 

[1 见 牵 伯 重 : 赤 林 圣明 补 江 南 人 二 与 耕地 的 宕 化 ?这 控制 增长 ,出 保 离 恪 :请 找 

前 中 期 江南 的 大 口 行为 434 大 耕 十 亩 ”与 明 请 江南 农民 的 经 昔 埋 模 扩 二 篇 立 

章 都 已 收入 本 书 。 第 一 藉 系 本 书 第 一 征 论 误 的 一 部 分 )。 

[2] 人 鲍 妇 .入 站 启 喜 鸣 种 于 蔷 引 家 政和 全 书 ? 改 二 十 七 树 基 HH 暮 1. 订 狂 帝 导 兰 并 

让 村 昂 查 在 江南 陈 神 双 符 稻 1 地 让 讲 折 》，182，184 185，193，198- 199， 

了 0 一 - 和 5 ， 立 1 个 一 了 。 羡 了 在 ， 辽 了 了 了 节 3 ， 了 由 和 一 之 生 站 ， 了 站 一 在 下 ，2 和 和 一生， 晤 ， 守 1 ， 

277 一 2378,282 页 ?。 道 尖 时 林则徐 . 平 产 章 等 及 :次 民 妈 种 植 耿 徘 和 1( 李 彰 击 : 

& 订 南 俱 香 评 帘 编 #) ,同时 闽 世 们 .和 福 曾 扩 等 极力 推 上 “区 种 渤 ”( 了 世 拼 荆 和 区 

种 法 ?4 客站 泊 :区 种 法 3j)- 

[3 柏 爹 斯 指出 : 即 司 在 1950 年 代 的 中 国 .在 志 拉 时 期 也 诅 有 剩余 劳力 。 相 反例 

存在 蔷 劳 胃 开 足 {Deright Perkjna : 册 ErreRitrei Peneylopmeert hm thin 了 368 一 725 

5 有. 和 0 页 )。 这 种 劳力 不 中 , 基 制 的 植 跑 季 垂 背 质 种植 的 主公 障 杰 之 一 ,四 为 驱 

季 稻 种 植 所 需 劳 劲 大 丸 粗 过 水 稻 与 春花 种 转 所 天 的 芝 动 。 瓦 东 克 【区 cnaith 

机 aker] 也 每 出 :在 江 苏 省 ,实际 的 昔 才 供给 ,了 疝 不 是 理想 杀 件 下 的 亚 季 称 种 慎 

所 需 劳 出 的 一 半 【Kennith 到 aikers Orcganizatiorn for Agriculturail Prodiouetiony 因 此 , 劳 

为 不 下 是 驱 替 稻 种 植 有 其 他 高 产 方式 本 能 在 江南 普 玉 的 十 要 原因 之 一 。 

吉 344 



宏 民 生活 水 平 普 授 下 降 的 有 为 证 据 ， 相 所 ， 从 魏 金 玉 对 于 昌 

清 衣 业 雇工 的 研究 来 看 , 生 明 氏 后 期 以 来 ,江南 农业 中 长 工 与 

短工 的 实际 收 和 都 在 增 加 。 全 指出 :在 明示 江南 ,要 4 一 5 个 劳 

动 者 充分 就 业 才 能 供养 一 个 人 过 同样 的 生 医 ， 人 也 在 清 代 中 期 

却 只 要 1 一 2 人 出 雇 就 可 以 维持 另 一 人 过 同样 的 牛 锋 1 。 方 行 

关于 湖 代 江南 农民 消费 的 专门 研究 也 表明 在 清 伐 前 中 期 ， 江 

南 农 员 的 生活 水 平 比 以 前 确 有 提高 131。 不 们 如 此 , 与 近代 时 

其 法国. 德国、 日 本 的 农民 相 比 ,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也 明显 

地 过 得 更 好 131。 此 外 , 清 人 找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宁可 花 钱 买 和 还 道 

而 来 的 上 四川 . 潮 广 大 米 售 用 , 而 不 愿 种 植 商 产 的 谋划 以 果 腹 ， 

原因 即 如 柏 金 斯 所 言 ， 主 要 是 出 于 一 种 社会 俩 见 一 一 吃 甘 贰 

缸 视 为 示 贫 的 表现 [1。 这 种 " 取 自 舍 贱 ”的 食物 选择 方式 ,也 

表明 江南 农民 的 生活 水 平 在 不 断 地 提高 。 如 果 江 南 农民 劳动 

生产 率真 的 处 于 停 庄 或 下 降 之 中 ， 那 么 这 种 情 癌 喜 基 天 壳 所 

夺 了 。 

4. 江南 农业 资本 投入 的 增加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变化 的 一 个 重要 特征 是 资本 投入 的 

明显 增加 。 这 不 仅 表 现在 农民 大 量 购 人 和 使 用 豆饼 这 种 商品 

性 玩 料 的 方面 ， 也 表现 在 农民 生产 更 多 转向 比 水 舟 生 产 需 要 

[1] 魏 全 坟 区 明和 祖 时 代表 业 中 等 级 性 记 册 劳动 向 非 等 经 性 雇 朵 劳动 的 过 得 》， 

[2] 方 行 悄 代 江 南 家 民 的 消 昌 $。 

E3]1 和 何 灯 尽 : 清 代 前 中 期 :特别 是 18 志 纪 1I 中 辐 衣 必 . 比 直 了 脐 易 十 四 和 了 路 易 上 沁 时 

代 壮 国 农民 .19 世纪 前 期 普 肯 士 农 氏 .都 生活 称 更 好 -这 一 时 期 中 国人 民 的 生 

疾 关 性 .也 优 于 幕府 时 代 的 日 本 生 入 条件 { 于 Eng Ho: 全 baiei om he Populezrfipp 

MGiinae, 13686 -1857,194 页 ) 江南 的 生活 水 叭 在 中 国 各 地 区 中 是 拥 总 的 ,并 

县 肖 定 比 全 国平 均 水 准 高 出 不 少 。 因 此 ,证 南大 民 的 生 话 出 上 述 国家 大 民 在 

者 痢 美 时 期 的 生活 好 得 雪 , 度 当 说 是 入 有 晨 癌 的 。 

[4] “Dwighr Perkins : 4gricagtural Dezelopment Cn 68 -一 4968,48 砍 。 

一 -一 世 9 于 年 有 下 

志 戎 许 吉 几 概 测 贞 到 站 著 卫 下 志 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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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霓 资 本 的 秦 权 业 生 产 的 方面 0)1。 在 此 时 期 江南 农民 增加 的 

农业 投资 中 ， 有 颇 大 部 分 来 自 农 民 家 庭 以 外 ， 特 贡 是 商业 资 

本 或 高 利 借 资本 [1。 商 业 诸 本 和 商 利 饶 资 本 之 效 人 农村 ， 过 

去 鹤 认为 是 农民 贫困 化 的 标志 .但 是 正如 清 人 所 说 :在 农村 ， 

“ 倩 是 富 葡 人 异 的 ，……' 穷人 哪里 去 人 异 什 么 俩 ! …… 那 愤 主 料 他 

还 不 起 , 谁 肯 把 现 钱 博 那 内 利 "1 [如果 没 有 不 断 增强 的 仅 还 

能 力 ， 商 业 资 本 和 和 高利贷 资本 当然 也 不 可 能 越 来 越 深 人 农民 

经 济 。 因 此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村 生产 性 资本 借贷 比 前 代 发 

友 ， 也 从 另 - -个 方面 表明 了 农民 的 懂 还 能 力 确 实 普 凯 较 前 增 

强 。 偿 还 能 力 的 增强 ,也 表现 了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。 

一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

界定 以 及 农户 规模 .农场 规模 和 家 

户 网 殉 动 分 工 

劳动 生产 率 , 通常 被 定 交 为 一 个 劳动 者 单位 劳动 的 产 

量 !41]。 劳 动 生产 率 的 计算 .- 般 是 害 单 位 劳 吉 时 间 上 内 所 生产 

出 来 的 产品 的 数量 。 然 而 ,尽管 有 这 样 一 个 普遍 性 的 定义 ,但 

是 在 不 同 的 社会 中 ， 劳 动 生产 率 的 计算 方式 也 可 以 有 了 粘 大 不 

网。 明 清 江南 的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究 意 应 当 如 何 界定 ? 这 是 研 

究 明 清江 南 农 民 劳 动 生产率 问题 的 第 : 北 。 

[1 李 怕 重 :《 明 清 时 期 讶 南 水 帮 生产 兴 约 程 席 的 握 高 #: 4 对 争 稍 田 " 与 汀 自家 

业 生 产生 引 程 庶 的 提高 ?。 

[21 大 阁 主格 入 【Pan Minmngtey :Rural Credit 和 Mingaing Tananan and the Loneept o 

eaaant Petty 蕊 Outdity Poduetoun on 

13] 六 云 仙 笑 ? 第 二 册 # 缆 节 玄 完 节 全 南 》。 

[4] 。”Dw 说 hl Perkins : 忆 刘 ma :Ai 用 ee 并 conmmnic Ta Iiex raftalTIThea lndustrial Hever 

lutiun :Eeeoreonin 妇 rowth in 卫 ritain，1700 一 【SG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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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户 规模 农场 规 横 和 农户 内 部 的 劳动 分 工 ,都 是 影响 农 

民 达 动 生产 率 的 重要 因素 。 人 它们 的 状 观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， 而 这 

些 变化 ， 愉 对 农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有 重大 影响 。 因 此 在 对 清 代 

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生产 率 进 行 分 析 之 前 ， 应 当 首 先 弄 清 农户 规 

模 、 农 场 规 模 和 农户 家 许 内 部 的 男女 劳动 分 工 的 状 放 。 在 这 

里 ,我 将 依据 我 过 去 的 有 关 研 究 的 结果 ,对 这 些 问 题 作 一 简单 

的 概述 。 

1.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之 界定 

我 管 经 指出 : 在 计算 中 国 传统 农业 社会 中 的 劳动 生产 

率 时 , 应 注意 到 这 种 劳动 生产 率 在 关于 方面 与 近代 工业 社 

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的 差异 . 首 匈 ,在 劳动 时 间 方 面 , 近 代 工 

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以 月 或 者 小 时 为 单位 , 而 传统 农业 中 的 

劳动 生产 率 则 应 以 年 为 单位 。 其 次 ,在 劳动 者 方面 ,近代 工 

业 中 劳动 生产 率 以 劳动 者 { 工 人 ) 为 单位 ,而 传统 农 炎 中 的 

劳动 生产 率 则 往往 以 劳动 虱 ( 农 民 ) 的 家 庭 为 单位 。 再 次 ， 

在 劳动 的 性 质 方 人 面 ,近代 工业 中 工人 的 劳动 种 奖 基 本 上 是 

单一 的 ,而 传统 农业 中 家 民 的 劳动 种 类 则 是 多 样 的 [11。 这 

里 我 要 补充 的 是 : 近代 工业 中 的 劳动 成 果 , 通常 以 货币 产 

值 来 计算 ;而 在 传统 农业 社会 中 ,由 于 商品 经 济 不 够 发 达 ， 

农业 中 的 劳动 成 果 , 在 许多 情况 下 是 以 实物 来 计算 的 , 农 

民 的 生产 在 相当 大 的 程度 上 追求 的 是 使 用 价值 而 非 交换 

价值 。 

大 体 说 来 ,传统 农 亚 社会 劳动 生产 率 的 以 上 四 个 特征 ,也 

适用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。 因 此 本 文 考察 的 重点 ， 应 是 一 个 

农户 在 一 年 内 秆 产 出 来 的 产品 总 量 。 但 是 自明 伐 晚 勒 专 来 ， 

1 村 李 伯 重 : 麻 代 江 南 农 业 的 党 展 》,187 一 189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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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= 呈 了 

订 南 农家 男 艾 劳动 的 分 工 日 益 扩 大 ,因而 在 某 种 程度 上 ， 也 

可 以 将 农家 男女 劳动 者 的 劳动 生产 率 分 开 按 个 人 来 计算 。 天 

此 之 故 ,， 在 本 文中 , 我 们 将 农夫 的 劳动 生产 率 问 题 作 单独 的 

考察 . 

2. 农户 家 庭 规 模 

作为 一 种 措 绘 中 国 普 通 家 庭 规 模 的 传统 说 法 , “五 口 之 

家 一 清早 志 出 现 - 但 在 江 南 , 较 早 的 情况 是 否 如 此 ,所 于 吕 

料 缺 乏 , 难以 确 知 。 江 南 农户 的 规模 , 在 宋 明 之 间 发 生 了 上 烦 

大 变化 。 一 个 普通 农民 家 庭 的 大 日 ,明代 以 前 密 于 5 人 ,但 

到 了 朋 初 , 降 有 至 5 大 以 下 01。 委 此 以 后 变化 不 大 ,一 般 在 5 

大 玄 右 !2。 在 这 样 一 个 规模 的 家 许 中 ,主要 的 劳动 力 是 农 去 

和 农妇 二 人 1 除 农 去 与 农妇 外 ,农家 的 其 他 成 员 志 能 提供 

一 些 劳动 ,其 总 量 通常 可 以 人 半 个 成 年 劳动 万 的 劳动 计 141。 但 

是 这 些 成 员 在 生产 土 所 承担 的 ,基本 上 是 辅助 性 劳动 。 因 进 

占 主要 地 位 的 还 是 农夫 和 农妇 的 劳动 。 在 本 文 讨 论 中 , 凡 谈 

及 农户 及 农家 劳动 力 , 都 以 此 为 标准 。 

3. 农场 规模 

我 国 的 传统 农业 生产 ， 通常 以 单个 的 小 农家 庭 为 经 营 

单位 ， 一 个 农场 就 是 一 :个 农民 家 庭 所 耕种 的 有 田地。 在 清 代 

前 中 期 的 江南 ， 一 个 农户 的 经 曹 规模 〈 即 一 个 家 庭 农 场 的 

李 伯 重 :《 宁 来 至 轴 初 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模 和 粮 梨 南 产 量 ?1{ 见 上 拓 认 书 的 第 

- “和 藉 论 京 )， 

[2] 李 伯 重 : 必 从 "夫妇 并 作 " 珂 "“ 男 耕 真 织 " 一 一 明 清 江南 农家 妇 广 劳动 网 大 揉 讨 

之 一 其 已 收入 于 书 ]。 

[31 地 怕 重 :以 "去 妇 并 作 " 到 * 男 闪 京 织 " 7 

[4] 和 窗 新 百 估 计 1865 年 栓 江 府 每 个 芝 织 农户 中 的 访 识 落 劲 .本 以 1.3 个 成 年 劳 

珊 石 并 ! 徐 新 音 区 证 南 土 布 史 让 ,2315 一 2 )。 

el [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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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 ) 大 致 为 10 宣 。 这 种 被 称 为 “人 耕 十 亩 ”的 经 营 规 

模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， 成 为 在 江南 占 压 倒 性 地 位 的 普 中 经 营 规 
模 C1 

4. 农户 家 庭 内 部 的 男女 劳动 分 工 

在 过 去 两 千 儿 年 中 ， 男 耕 妇 织 " 之 说 经 常 出 现 于 史籍 .和 但 

是 并 非 普 下 的 分 工 模式 。 在 江南 ,直到 明代 后 期 ,江南 农家 男 

妇 雳 动力 之 癌 的 劳动 分 工本 有 颇 大 发 展 。 作 为 这 个 发 展 的 标 

志和 结果 , 筋 女 劳动 力 的 劳动 专业 化 水 平 逐 渐 提 高 ,“ 男 耕 女 

织 “也 开始 成 为 一 种 重 本 的 分 工 模式 。 而 到 了 清 代 前 中 期 ,这 

种 模式 才 变 得 普遍 了 起 来 。 这 一 发 展 ， 对 于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 

产 率 的 变化 具有 有 非常 重大 的 章 义 [2]。 

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作物 亩 产量 的 提高 

以 往 一 些 学 者 之 所 以 认为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
率 不 断 下 降 ， 一 个 默认 的 前 担 就 是 亩 产量 未 有 增加 。 农 民 经 
蓄 规 模 不 断 绸 小 而 亩 产量 未 有 增加 ， 那么 农户 家庭 农场 的 总 
产量 也 就 要 减少 。 在 此 情况 下 ， 劳 动 生产 率 下 降 当 然 是 不 可 
避免 的 。 因 此 亩 产量 的 变化 ， 也 就 成 为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
研究 的 关键 之 一 。 

明代 后 期 以 前 ,江南 农业 中 普遍 流 行 的 劳动 方式 是 “去 妇 
并 作 ”《(〈 即 夫妇 一 同 耕 作 )， 一 个 普通 农民 家 庭 耕种 的 土地 在 
20 亩 以 上 。 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只 育 农夫 一 人 耕作 ,大约 可 以 耕 

[1 李 伯 重 : 人 大 精 十 亩 "与 明 清 江南 农民 的 经 营 规 模 》?- 

[231 闻 人 下 :从 "去 妇 井 必 " 到 " 男 耕 去 纲 "3。 

册 卡 麻 趣 浊 君 酒 关 到 辣 闭 二 人 对 酝 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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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 80 亩 土地 [0。 因 此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一 个 普通 农户 耕种 的 土 

地 ,外 明代 后 期 减少 了 很 多 。 人 得 是 耕种 面积 的 缩减 ,并 不 一 定 

意味 着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降低 。 农 去 的 劳动 生产 率 ， 取 雇 于 

他 一 年 准 的 芳 动 日 数 和 所 获 产 量 两 个 因素 ;而 所 获 产 量 ,不 忆 

取 雇 于 所 种 田地 的 数量 ,而且 也 好 次 于 所 种 田地 的 让 产 量 , 因 

此 志 产量 是 次 定 劳动 生产 率 的 基本 因素 之 一 。 下 面 ， 我 们 对 

江南 主要 作物 的 下 产量 变化 情况 作 一 讨论 ， 看 一 看 自明 代 后 

期 以 来 江南 耕地 亩 产量 有 何 变化 。 弄 清 了 这 些 变化 ， 农夫 劳 

动 生 产 率 的 变化 ,也 就 不 难看 到 了 。 

雷 产 量 的 提高 , 可 以 通过 三 种 不 同 的 方式 来 达到 : (1) 提 

高 每 茬 作 物 的 亩 产量 ; (2) 增 加 每 亩 耕地 的 复种 指数 :以 及 (3) 

以 亩 产值 较 高 的 作物 取代 亩 产值 较 低 的 作物 。 对 于 第 二 .三 两 

种 方式 , 虽 捣 各 个 学 者 的 研究 有 出 人 ,但 大 堵 持 肯定 态 麻 。 对 

于 第 一 种 方式 ,大 多数 学 者 实际 上 都 持 理 定 态 度 。 然 而 实际 情 

说 穹 竟 如 何 , 尚 符 研 究 。 

(一 ) 每 茬 作物 府 产 量 的 提高 

1L. 春花 作物 与 华 、 棉 调 产 量 的 变化 

明 清 江南 的 春花 作物 主 可 为 过、 油菜 和 豆 , 而 丝 . 棉 则 是 

江南 主要 的 经 济 作物 。 

小 才 的 亩 产量 ， 吕 籍 中 记载 极为 零散 。 有 限 的 几 条 记 

载 ， 也 多 属 特殊 年 成 的 亩 产量 。 例 如 嘉 晴 《上 海上 县 志 # 卷 七 

文 志 上 所 收 陆 帝 《 珊 才 赋 》 说 亩 产 3 石 。 而 同 书 同 着 所 收 豆 

11] 好 伯 重 : 人 人 糙 十 雷 " 与 明 清 计 南 家 民 的 色 昔 规模 ?从 "去 妇 并 作 " 到“ 男 类 

充 恕 字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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饥 《 沙 堡 行 》 诗 、 道 光 《 石 1]] 县 志 》 着 一 十 三 祥 异 蛋 万 历 志 

以 及 寺 绍 辟 《 庙 杆 闻 见 录放 崇祯 十 五 年 条 等 ， 都 说 调 产 麦 2 

石 。 不 过 这 些 都 是 特 员 好 的 收 城 。 一 般 的 产量 ， 川 胜 守 根据 

才 租 帖 计 是 1 石 01。 到 了 清 代 ,情况 亦 然 。 雍 正 时 江南 总 督 赵 

弘 恩 秦 报 : 苏 、 松 、 常 、 镇 等 府 丰 收 ， 小 才 亩 产量 为 上 .7 一 

1 .多 石上 上田) 、1.5 一 1.6 石 (中 由 ) 利 .2 一 1.3 石 (下 田 )03。 

过 隆 《 续 外 网 志 》 卷 一 风俗 所 收 张 锡 画 《 打 考 词 》 说 亩 产 雪 2 

解 。 癌 庆 初 期 包 世 臣 说 苏州 * 亩 常 收 米 三 石 , 素 一 石 二 斗 。 以 

中 岁 计 之 ， 庙 米 一 石 ， 雪 七 斗 ”031。 道 区 后 期 何 石 安 、 魏 默 

识 则 明确 指出 苏州 “上 田亩 米 三 石 ， 春 囊 一 石 半 ， 大 约 三 石 

为 常 ”!L41。 由 此 可 丰 ， 自 明代 后 期 以 来 ， 雪 宙 产 基 可 能 略 有 

提高 . 

油 蔡 籽 的 罕 产 量 . 主 要 记载 为 徐光启 . 包 世 臣 等 人 所 述 。 

徐光启 说 明 末 松 并 “中 农 之 家 , 让 桨 一 石 ”01; 包 世 臣 也 说 清 

代 中 期 江南 油菜 籽 亩 产 2 石 [1; 似 乎 没有 和 什么 变化 -但 是 根据 

陈 恒 方 的 研究 , 明 末 桐乡 油菜 籽 通 常 亩 产 开 石 ,特别 好 的 年 成 

才 达 1.5 石 口 。 因 此 徐光启 所 说 的 松江 亩 产量 可 能 比 江南 平 

均 斌 产量 高 出 许 密 [9 如果 明 末 亩 产量 以 1.5 石 计 , 到 清 代 中 

斯 提高 到 了 2 五, 困 此 提高 幅度 是 相当 大 的 。 

等 柔 的 亩 产量 , 有 关 材 料 较 密 , 我 对 此 必 过 专门 的 考证 ， 

结论 是 : 江南 和 桑 园 一 般 每 亩 产 毕 8 一 9? 斤 , 自明 代 后 期 以 来 臂 

[Li 川 性 守 : 明 末 纹 万 长 江 补 岸 地 区 之 "春花 "种 覃 }。 

[323] 辑 松 立 于 各 代 前 中 期 南 太 舟 作 地 区 的 蕉 合生 产 >。 

13] 包 世 臣 :# 齐 民 四 术 》 状 二 站 二 。 

[4]】 何 乒 安 与 总 上 默 这 芭 重 刊 王 录 图 说 合 编 ? 序 。 

[5] 宪 光 咎 以 家 到 全 书 # 卷 二 十 八 稍 艺 “ 若 区 。 

[6] 和 包 世 臣 : 齐 展 四 术 } 卷 一 农 一 上 " 任 土 "， 

[3] 了 柱 重力: 补 农 书 研 究 y ,34 页 。 

[sl 大 阅 入 米 疮 : 太 历 史上 江南 一 可 的 字 荣 栽培 看 当前 的 机 菜 生 产 问 题 ?。 

ar 扣 汪 ha 呈 -h 三 有 关 六 -出 E ri 

山形 许 圳 渤 可 和 有 开门 闪 吾 到 六 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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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, 未 抑 明 最 变化 [0。 

明代 江南 的 棉花 亩 产量 ,记载 很 少 。 据 正 德 时 人 说 ,当时 

松江 “滨海 下 田 ， 不 过 可 种 棉花 五 六 十 斤 ”[ 【所 说 应 为 籽 

棉 》。 我 根据 旋 廷 避 & 历 年 记 $ 中 关于 上 碌 申 八 年 至 康熙 三 十 五 

年 上 海 棉 产 量 的 记载 ， 计 算出 当时 妨 花 亩 产量 约 为 籽棉 

80 斤 , 与 西 品 定 生 根据 其 他 资料 考证 得 出 的 缮 论 一 笋 131。 到 

了 清 代 中 期 . 亩 产量 显然 有 所 提高 。18 世纪 末 江 南 棉 田 ，“ 雇 

者 亩 妆 干 花 二 五 "14l。 上 海 的 棉田 “ 霹 道 前 ,每 雷 得 收 一 二 再 

斤 "(131。 而 张 春 华 # 沪 城 岁 事 衢 歌 ?说 :道光 中 期 上 海 种 棉 一 

亩 之 人 有 百 斤 者 为 满 担 ,人 悦 者 为 双 担 。 双 担 是 年 之 极 丰 者 ,不 

恒 有 "”。 些 外 , 与 江南 仅 一 江 之 隔 的 南通 ,光绪 中 期 雷 产 将 棉 

150 矿 (上 ) 、100 斤 【中 ) .60 一 7 斤 ( 下 站 避 。 因 此 清 代 中 

期 江南 轿 花 言 产量 , 应 当 大 约 100 斤 , 比 明代 的 肥 斤 有 相当 

的 增加 。 

2. 水 稍 亩 产量 的 变化 

在 过 去 的 研究 中 ， 我 从 江南 地 区 水 和 帮 的 消费 与 生产 的 关 

系 人 手 ,对 此 问题 作 了 一 个 宏观 分 析 品 , 所 得 结果 是 : 清 代 中 

斯 江南 稻米 消费 总 量 约 为 10800 万 石 , 减 去 输 人 稻米 1500 万 

五 ,得 9300 万 石 ,这 就 是 江南 社 米 总 产量 . 当时 江南 种 舟 面 积 

约 为 4050 万 宙 ,每 亩 产量 约 为 2.3 右 。 依 照 同样 的 方法 ,可 以 

[11 李 信 生疏 明 清江 南 毒 村 亩 产 疼 ?。 

[2 上 崇 摘 上 松江 府 志 # 拓 从 田 陋 所 收 张 风 : 复 旧 规 昔 紧 便民 案 》. 

[31 可 伯 生 :发 明 清 江南 实业 资源 的 合理 利用 # 西 丹 定 生 :中 国 弃 访 研 容 ,中 

泽 本 ,830 一 831 页。 

[4] 上 世 世 臣 : 齐 民 内 术 》 郑 一 家 一 “ 作 力 "。 

[51 必 申 报 # 插 靖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。 转 引 自 徐 新 吾 :tk 江南 土 布 中 ,147 页 。 

16}1 朱 宜 荣 必 和 通 属 重 棉 述 团 }。 

[7] 李 伯 王 :入 天 ” “地 "上 ”的 变化 与 明和 清和 江南 的 水 稻 生 产 *,. 李 伯 重 ，Bozhong 

[3 dgriergerail epelopameru 训 瑟 angpamy 1iG6380 一 和 ,123 一 12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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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 出 明代 后 期 的 亩 产量 绝 为 1.6 石 ， 即 铺 代 中 期 比 明 代 后 

期 增加 了 大 约 50 铝 。 接着 我 又 从 一 些 地 方 的 记 产 量 记 录 对 这 

个 结果 加 以 验证 ， 证 明 铺 代 中 期 江南 水 稻 庙 产量 比 明代 后 期 

确 有 明显 提高 。 这 个 估计 看 来 仍然 俩 低 ， 因为 这 个 估计 所 刺 

以 建立 的 基础 之 - ,是 浦 代 前 中 期 江南 的 粮食 输 和 人 不断 增加 ， 

到 18 直 纪 年 输 人 量 大 约 为 1500 万 石 。 介 是 根据 张 瑞 束 的 新 

研究 ,这 个 输 人 在 招 世 纪 后 期 呈现 出 压缩 之 热 。 在 蓝 降 五 十 

三 至 六 十 年 (1788 一 1795 年 ) 间 ,江南 的 稻米 输 人 数量 非常 之 

小 ,在 某 些 年 份 (如 辑 隆 五 十 三 年 ) 更 是 儿 平 完全 停顿 。 其 原 

因 是 江南 本 地 稻米 丰收 ,价格 下 睦 ,使 得 米 商 从 长 江上 游 凰 类 

无 利 可 图 L11。 换言之 .如 果 不 输 人 外 地 称 米 ,那么 江南 的 水 稻 

证 产量 也 应 相应 提高 5 在 上 面 的 计算 中 ,应 增加 0.37 石 ,达到 

2.7 石 )。 

因此 ,尽管 各 种 农作物 的 每 着 亩 产量 变化 情况 不 一 ,但 是 

总 的 来 说 ,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 亩 产量 上 升 旦 主要 的 趋势 。 

(二 ) 复 种 与 改 种 引起 的 耕地 亩 产值 提高 

1. 增加 得 种 引起 的 计 产 重兵 高 

增加 耕地 的 复种 (或 间 种 ) 指 数 ,使 一 诗 耕 地 在 一 年 中 可 以 

种 植 一 茬 以 上 的 庄稼 ,从 而 获得 较 高 的 亩 产量 。 清 初 张 履 祥 指 

则 :在 嘉兴 上 府 桐乡 县 ,“ 田 极 熟 , 米 每 雷 三 五 , 春花-- 厂 有 半 , 然 

间 有 之 ;大 约 共 三 五 为 常 耳 "1 。 即 按照 一 般 情 识 腊 言 ,春花 约 

占 水 田产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(以 实物 计 )。 到 了 清 伐 中叶, 在 松江 府 

[1] Rheung 届 giwail; Cran 了 renspert gmd Pets in the 五 记 hteenth 忆 emtury ， 

[2] 张 旺 样 :《 补 家 书 入 六 论 "。 

几 飞 亩 电 则 车 邢 盘 玛 辣 汪 娃 亚 志 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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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L-m=- 一 -一 swa- 

的 西部 ,情况 也 差不多 。 握 姜 符 说 ,道光 以 来 由 于 水 灾 所 引起 的 

地 为 减退 ,水 称 一 般 亩 产 寺 只 有 2 五 米 左右 .而 玫 言 产 在 年 成 

好 时 可 达 1 石 以 上 (0。 以 袖 菜 和 豆 为 后 必 , 大 致 上 来 说 也 相近 

( 详 下 文 )。 国 此 稻田 复种 率 的 提高 , 的 确 大 大 增加 了 耕地 亩 产 

莉 。 不 仅 如 此 , 春花 作物 的 种 植 更 大 由 度 地 增加 了 耕地 声 净 产 

值 - 者 花 作 物 一 般 主要 是 农家 自己 消费 01 ,市 场 需 求 有 限 ,所 以 

市 从 通常 较 低 〔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， 考 价 通 常 为 米 价 

的 70 台 去 右 ,民间 折算 标准 包 是 一 石 吉 抵 七 斗 米 )1341, 有 时 其 至 

近 于 生产 成 本 ,无 利 可 图 9。 但 从 全 用 价值 方面 来 看 ,情况 则 不 

然 。 例 如 在 作 食 物 食用 时 ， 一 石 麦 、 豆 与 一 石 米 差 别 并 不 很 

太 。 但 生产 1 石 玫 的 工本 一 般 只 有 生产 1 石 米 的 一 半 辐 , 豆 术 

[1 交 府 : 定 闻 农 褒 

[2] 三 近 季 作 物 踢 , 志 与 豆 基 本 上 是 衣 民 自家 消费 。 这 一 点 发 清和 亨 农 交 了 已 明确 指 

出 。 油 药 李 商品 北 程 庚 比 较 高 , 但 仍 以 自家 消费 为 主 。 所 以 《 清 郭 农 咨 》 说: 

所 宙 华 ) 收 子 打 油 自用 外 ,并 可 课 变 之 , 作 种田 工 本 。 "各 的 来 说 ,学生 作物 主 

更 是 农民 自家 消 间 , 正如 部 放 《 乌 衣 馈 去 》 复 二 家 好 所 总 结 的 那样 .农民 和 神 油 

菜 “者 中 则 摘 药 兰 以 为 蔬 ,仲夏 春 莫 子 以 为 季 ,出 其 委 以 为 薪 , 麻 过 视 以 沪 便 ， 

此 以 每 忌 , 并 名 喇 春 巩 "。 

131 泰 价 高 要 变化 下 一 . 得 在 清 栈 前 中 期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,过 价 通常 淘 米 从 的 ?0 名 

志 右 。 例 如 康 际 五 十 年 四 月 苏州 上 米 短 石 T 两 握 届 下 ， 避 米 0.8 两 ， 变 则 的 

丰 . 痢 两 早 恨 天 十 二 年 内 月 上 浇 1. 全 一 1. 听 两 ， 次 米 站 ,9 一 站 95 两 ， 瑞 , 丰 

两 ; 康 让 五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上 米 直 到 1 两 ,次 米 不 到 T,8 轻 ,而 囊 晶 . 皇 两 由 《这 

本 春 折 } ,92.143.149 页 )。 据 此 ,由 喜人 价 约 为 次 米 价 的 反 区 一 正名。 又 , 据 郑 洗 

则 坟 醒 世 一 班 录 } 订 述 便 六 "讲价 "条 , 自 阔 隆 末 年 至 道光 后 期 , 常 贰 的 志和 价 通 

常 轴 米 以 的 了 0 缉 。 志 林则徐 涯 》 公 嘻 《 亨 动 豚 言 平 崇 并 严禁 牙 行 杀 户 电 洲 拍 价 

告示 ,也 明 示 道 光 二 二 年 划 州 小 考 人 以 为 中 水 价 的 10 全 去 右 。 

[4] 芯 定 于 农 座 3 

51 和 包 世 臣 在 《 安 吕 四 种 ?着 二 十 六 《 诬 展 杀 著 》 之 二 《为 素 易 里 封 读 条 上 自 站 1 蘑 圾 》 

中 议 : 友 惠 人 充 口 焦 , 一 石 可 抵 米 七 斗 。" 司 书 同 将 ! 齐 民 四 术 }? 卷 二 宏 二 

中 在 计算 雷 产 量 时 系 说 :“ 丽 七 斗 插 米 五 斗 ", 了 世 是 圳 :五音 洲 七 斗 , 久 此 和 不论 

大小 志 , 作 央 食物 消费 , 痢 大 位 上 是 一 石 者 抵 七 斗 米 - 六 , 在 1830 年 代 初 的 松 

江 ,一 石 赤 的 生产 成 订 与 和 价 , 仅 相 抵 也 ”, 即 1000 充 慌 霸 右 。 而 一 亩 水 稍 的 

生产 虚 本 夫 的 4000 产 , 其 时 水 稻 商 产量 仅 2 石 米 略 过 以 清 池 农 座 3o 所 一 

石 老 的 生产 成 本 的 流 - 石 米 的 一 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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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少 11。 灿 药 籽 的 净 产 值 则 可 能 与 豆 . 才 相 差不多 菩 。 因 此 春花 

生产 的 净 产 值 并 不 低 。 张 履 祥 & 补 农 书 》 总 论说 :… 吾 乡 春花 之 利 

居 半 ;喜庆 《嘉兴 府 志 少 着 三 十 一 土产 说 : 才 、. 菜 、 豆 “总 呼 为 春 

花 。 诺 云 :' 春花 熟 .半年 足 ”"- 总 之 , -年 二 作 制 大 大 提高 了 耕 

地 的 调 净 产值 是 无 可 置疑 的 。 

2. 改 种 棉 .又 引起 的 耕地 南 产 值 提 高 

以 再 产值 较 丙 的 作物 取代 较 低 的 作物 ， 是 提高 亩 产 的 一 

个 有 效 方 法 。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,这 主要 表现 为 棉 ., 柔 种 植 

之 扩大 而 水 称 种 植 之 减少 。 

《1) 清 代 江 南 棉花 种 植 的 扩大 ,主要 限于 江南 东部 不 宜 种 

稻 的 高 田地 带 , 体现 了 水 土 资 源 台 理 利 用 程 庶 的 得 商 !3]。 这 

里 以 松江 东部 为 全 进行 分 析 。 

由 于 水 土 两 方面 的 问题 , 松江 东部 种 稳产 量 低 , 耗费 人 工 

多 。 者 靖 后 期 ,这 里 一 个 农户 色 能 种 舟 季 调 , 丰 年 亩 产 米 1.5 石 ， 

地 租 高 者 不 过 每 亩 吕 斗 。 而 松江 西部 一 个 农户 却 可 种 稻 25 调 ， 

亩 产 米 2.5 石 ,地租 最 商 者 可 达 1.6 一 1.7 石 [41。 到 了 请 初 , 上 

海 县 田 租 " 上 上田 不 过 石 一 二 斗 , 次 则 从 九 斗 ,下 至 六 七 斗 起 租 ”; 

而 松江 西部 的 华亭 . 娄 、 青 铺 三 县 , 则 “和 骨 石 外 起 往 , 甚 侍 一 石 五 

六 斗 者 比比 "151。 清 代 中 期 ,松江 东部 种 称 ，" 极 丰 之 年 ,每 声 所 

LI 者 植 豆 英 作物 【在 江南 主要 是 三 豆 和 和 黄豆), 不 亿 换 工程 少 ,而 及 基本 上 二 用 

请 肥 ,所 以 生产 成 本 和 祠 低 。 

[2] 包 性 丐 说 :" 芝 于 种 网 雯 . 办 工 同 壶 ”, 记 产 则 为 2 五 以 齐 必 四 术 》 疮 一 变 一 上 

作 娘 .人 尾 圭 }。 起 是 宇 鞠 月 菩 籽 饼 可 还 田 , 每 高 肥料 瘦 投 大 实际 二 少 于 韦 【 谢 老 

音 :+ 从 上 访 史 上 江南 一 绩 的 油 华 者 增 町 当前 的 油 化 生产 问题 4 。 宙 菜 村 价格 , 据 

咸丰 { 南 得 镇 击 ? 敌 二 十 四 四 产 说 时 " 价 与 米 等 ,因此 收益 应 当 比 妻 需 。 

{3] 李 伯 重 :# 明 祖 江 南 农 业 而 于 的 合理 利用 )。 

14j 条 良 鼻 : 四 吉 商 品 说 # 玲 十 阿 史 十 。 

15] 叶 梦 珠 区 阅 世 编 } 和 效 一 "田产 "。 

四 几 昌 om 

是 虽 本 村 四 四 -本 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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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Ss1 一 0szT 1 有 洲 前 副 门 有 则 示 红 

收 不 过 ~- 五 四 五 斗 ”, 即 特大 丰年 言 产 也 不 过 1.4 一 1.5 石 ,而 

松江 西部 种 稳 ( 晚 称 ), 即使 在 被 称 为 “ 暗 荒 ”. 徊 农 " 弃 田 翰 租 

地 蓝 者 众 "的 道光 十 至 十 三 年 , 调 产 蚀 了 还 有 2 石 1 可 网 ,松江 

东部 水 称 记 产 ,在 明代 后 期 以 来 的 两 百 过 年 中 并 无 担 疝 ,也 难 

以 再 提高 。 在 此 同时 ， 松 江东 部 水 舟 生 产 的 成 本 却 比 愉 江 西 

部 以 及 苏州 等 水 稻 高 产地 区 更 高 门 。 

在 松江 东部 逢 棉 , 搬 姚 延迟 《历年 记 少 可 计算 出 当时 棉 

花 诸 产量 约 为 籽棉 中 斤 。 据 同 书 物价 资料 计算 ， 棉 每 担 平 

均 约 2 两 扫 , 米 每 石 约 1 两 银 1 -依照 这 个 比例 , 则 邑 厂 籽 

棉 约 相当 于 1.6 石 米 。 换 高 之 , 一 协 棉花 平年 的 产值 , 已 相 

当 于 当地 水 类 丰年 的 产值 。 虽 然 其 外 有 波 到 ,但 是 柳 价 与 米 

价 的 上 述 比 例 , 直到 1850 年 , 大体 保持 一 致 041。 也 就 是 说 ， 

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， 在 松江 东部 种 棉 都 比 神 称 

亩 产值 商 。 

棉花 生产 的 劳动 投入 , 与 水 稍 生 产 相 差不多 '51; 肥料 投 

人 较 水 稻 多 一 些 , 但 因为 太 籽 可 棒 为 棉籽 饼 作 为 肥料 还 田 , 所 

LT 条 曾 家 本 ?: 

2] 芭 调 冲 农 咨 ?说 请 代 中 斯 松江 的 生产 拭 本 ,天 褒 是 在 种 植 早 狠 较 亡 的 东部 还 大 

种 杆 晚 帮 为 主 的 瑟 部 帮 差 址 志 ,部 相当 于 1 石 汶 。 但 是 如 果 加 土 灌 司 人 人 工 , 恰 

江东 部 种 稳 所 需 人 荆 总 可 就 大 大 是 过 西部 *。 这 -- 点 ， 上 引 杂 良 但 书 中 已 作 请 

村 说 时 , 些 不 斤 .《 铺 部 农 计 ? 马 说 :种 早稻 <“ 折 划 工 布 与 晚 稍 不 相 上 下 ” ,但 是 

“要 让 之 年 . 手雷 所 收 三 过 一 石 四 五 斗 ", 只 是 晚稻 - 般 年 感 产量 (3 石 ) 的 一 

半 。 

据 叶 莲 珠 $ 较 世 编 ?中 的 有 关 导 档 坦 料 统计 , 典 相 十 七 年 至 床 黑 二 十 大 年 之 间 

上 兹 棉 平均 每 扯 3 酚 , 米 每 石 2 两 ,与 此 处 有 所 十 网 。 愉 叶 氏 所 记 年 代 因 头 帘 

人 神 : 特 价 镍 动 很 太 .不 能 代 厅 正常 情况 , 故 赶 取 。 

1850 年 以 前 的 情况 .大 玩 昊 承 蛤 . 许 艾 条 交 中 国资 本 主 关 的 萌 二 一 中 国资 本 

主义 航 展 号 第 一 齿 》,321.333 页 ,以 亚 史 于 才 坟 大 档 外 织 业 用 清 代 前 中 期 小 安 

经 济 的 变化 》。 束 . 光 赌 初 年 上 海 籽 棉 每 拒 3.5 元 , 米 每 石 1.9 匹 《 岂 栋 秘 可 : 

《江南 于 市 史 》 ,时 页 }， 大 至 部 是 1 担 栅 等 于 字 石 米 的 负 价 。 

李 怕 重 :4 明 清江 南 农业 砍 计 的 合理 利用 ?- 

1 13 

[4 

一 1 

各 330 



以 真正 投入 的 肥料 比 水 稻 生 产 倒 少 一 些 01。 换言之, 每 雪 棉 

花 的 生产 成 本 ,上 疙 的 算 来 ,大 致 与 水 禄 相似 或 覆 少 。 上 述 人 工 

尚未 包括 灌溉 所 需 的 人 工 在 内 。 若 加 上 淮 激 人 工 ， 种 稻 成 本 

将 天 天 增加 ;而 棉花 则 无 须 灌 溉 ,因此 二 者 的 生产 成 本 差别 聘 

更 大 了 [L21。 在 这 样 的 情况 干 , 舍 稻 种 棉 .自然 意味 着 耕地 调 产 

值 、. 特 别 是 亩 净 产 值 的 明显 提高 131。 

(2) 稻 与 柔 (包括 委 ) 的 亩 产值 比较 问题 较为 复杂 ,我 曾 

作 了 专门 的 考证 , 其 铺 论 如 下 : 就 一 般 情况 而 言 . 在 明代 后 

期 至 清 代 中 期 ,江南 每 韦 鼻 竖 的 总 产值 和 净 产 值 , 均 为 水 稻 

的 4 人 悦 上 下 -。 如 果 加 上 稻田 复种 和 柔 园 间 种 的 作 牺 , 则 这 个 

差距 会 小 一些， 不 过 么 园 的 年 均 亩 产值 与 净 产 值 仍然 明显 

[1] 大 阅 李 伯 革 :发 展 与 制约 : 明 清 江 册 生产 力 研 究 }., 策 3 章 第 2.3 症 。 儿 市 棉 

本 的 施肥 量 , 比 起 中 下 农户 的 叔 亩 水 稀 施 肥 量 奢 - - 些 ( 例 如 在 19 世纪 前 期 的 

松江 ， 棉 攻 亩 施肥 量 拆 襄 娃 膨 1390 斤 , 而 中 下 农户 的 水 称 亩 苑 肥 量 则 折合 饼 

肥 1 中 斤 , 比 抽 大 的 汶 1.2: 1, 但 是 每 亩 棉花 可 以 生产 和 斤 左 右 的 饼肥 ,所 

由 净 施 有 量 出 水 舟 贱 【在 上 述 例 子 中 , 杭 . 稻 净 施肥 是 之 总 为 120 厅 :145 斤 , 即 

0.4 :1)u 这 一 点 ,也 得 到 近代 调查 的 证 实 . 例 如 在 东南 大 学 1920 年 代 初 对 江南 庆 

棉 区 的 调 间 中 .上 请 . 川 评 ., 太 站 .更 定 四 县 中 有 五 个 乡 上 县 种 舟 双 种 栅 ,看 日 多 字 比 

较 完 知 . 将 这 些 数 字 作 往 术 平邮 ,每 亩 穆 花 施用 饼肥 50 斤 .水 帮 则 为 到 斤 ( 东 南 

夫 学 农 科 基 江 菏 省 寂 业 调查 录 一 一 沪 洒 道 风 3》150.220.227 .229、244 由 , 恼 、 

租用 肥 比 前 入 d 和 了 :1 出 上 面 的 12:1 要 得 密 - 人 有 但是 妇 果 我 们 用 拘 时 期 松江 

西部 水 稻 产 区 (松江 , 青 靖 ,全 出 三 县 ?的 杯 狠 施 用量 每 雷 用 放 肥 区 片 来 与 东 

部 棉花 的 名 斤 相 比 【 我 们 美 子 19 上 世上 记 前 期 的 比较 就 基 几 这 西 种 情况 来 比 

的 》 , 那 笃 掀 、 夭 用 肥 出 例 为 1: 1.1, 与 清 代 的 1.2:1 相 盖 丰 太 友 总 之 ,如 果 

从 次 谍 肥 量 来 蛋 . 棉 花 肯 定 少 于 求 和 。 

[2] 在 江南 平原 东部 的 商 田 地 带 , 种 称 主 要 依 春 人 工 得 并 ,耗费 劳动 摄 密 -种 棉 则 

无 闫 区 法 。 早 在 明 术 ,太仓 大 民 就 已 认识 到 因 “ 房 水 至 最 ”种 舟 " 蓝 丰 麻 费 "， 

所 以 改 种 太 必 是 ! 红 补 8 到 站 州 志 》 北 五 牧 产 )。 对 , 清 代 商 查 也 评 到 [ 呵 样 的 问 

是 , 包 下 注 . 

13] 融 隆 鸭 上 年 , 商 亚 说 棚 江 ,友人 他 等 由 "种 花 者 雪 ,而 种 委 者 尖 。…… 锅 其 种 荡 而 

币 种 帮 之 帮 .并非 冰 土生 宜 种 和 . 瘟 冯 和 神 花 寓 力 少 而 获 利 案 .种 舟 工 夫 草 而 获 

利 轻 ”。 而 造 盛 这 种 情况 的 主要 天 因 忆 是 固 为 种 科 " 艰 于 车 水 ,工本 不 无 棕 费 ” 

( 柄 晋 :《 海 旺 请 玫 栅 薪 种 朴 ?， 收 于 《 皇 清 益 世 文史 》 疮 二 十 七 户 政 人 家 虹 

中 1 。 

周 只 | 许 直 思 玻 刑 时 天 洛 汪 娃 焉 机 通 

331 各 



f 05s81 一 如 gz 和 洒 辫 和 站 部 油 些 霄 

一-- 王 mm- 

高 十 和 大田 [0U。 在 这 里 ,我 再 略 作 补充 。 

明 末 《 访 氏 农 书 》 中 反 上 映 的 丝 . 米 比价 ,天 悚 为 1 斤 丝 等 于 

1 石 米 -但 在 清和 代 前 中 期 ( 康 四 . 歼 正 朝 ),1 斤 丝 的 价 殿 通常 都 

高 于 ! 石 米 。 藤 隆 以 来 ， 虽 然 米 价 腾 升 ， 但 丝 价 也 一 直 在 上 

涨 - 丝 、 米 比价 , 除 少 数 年 份 外 , ~- 直 明显 谨 于 上 述 比 价 !21。 至 

道光 后 期 , 米 价 有 所 回落 , 经 价 却 继续 上 涨 , 1 斤 丝 的 价格 更 

; 天 太 高 于 1 右 米 和。 因此 敌 桑 与 水 称 的 雷 产 值 的 差别 也 随 之 

1 而 扩大 。 张 尾 祥 说 明 季 湖州 “ 重 桑 之 息 既 倍 于 田 "11。 而 区 几 

间 , 湖州 施 国 祁 则 说 : “和 秦 桑 利 三 懂 。 ”15 到 了 道光 后 期 ,有 人 

甚至 说 “ 桑 八 亩 当 农 田 百 讶 之 人 "9。 可 见 丝 价 上 丝 使 得 重 桑 

[] 

[21 

[4] 

131 

16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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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伯 重 以 明 请 江南 短 骤 雷 产 考 y。 

据 全 名 升 的 妍 究 , 自 麻 号 三 十 从 年 1{1699 年 至 辟 庆 四 年 !1799 年 ) ,广州 的 纤 

人 从 督 担 127 一 137 两 上 上 升 到 了 20 两 ,其 闻 临 隆 四 十 上 八 至 五 十 二 年 以 县 事 放 

三 年 的 毕 价 商 于 290 两 【全 损 升 :发 美 训 鼎 钢 与 十 具 世 名 华图 物价 革 俘 的 关 

系 ?)。 中 吊 {! 岸 本 ) 美 精 的 研究 则 指出 英国 东 印 度 公 司 1357 年 在 宁 竺 有 溢 网 生 

些 , 得 斤 价 格 达 2 2--2.50 商 ,1384 年 在 广州 采购 南京 丝 . 拇 斤 3.10 两 ,1792 

生 则 为 3.12 商 !( 见 中 山 美 畦 区 请 民 前 中 期 江南 内 物 昼 吉 癌 ?而 据 于 二 键 的 

条 究 ,长江 二 角 训 的 米 协 (每 31 年 的 平均 数 )，1676 年 以 前 高 于 1 疝 / 石 《 在 

1.01 一 3.18 两 之 间 )， 而 后 长 期 在 1 两 上 下 旨 .9 1. 区 两 之 间 ) 徘徊 .到 了 了 

1723 年 变 古 1.10 两 ,不 断 攀 开 ,到 1819 年 达到 最 商 峰 !{2 全 两 ,以 后 及 贞 有 

下 降 ! 如 Yehrhicn 可 ang:Seecnlar Trende of Rice Paeee in the Yangtze 了 bcllu,1c32 一 

1935) 。 

据 李 明珠 [Lillian 1 的 加 ra 各 天 下放 和 站 本 站 扣 本 本 at 人 rr 且 ort， 

1342 一 1337,71 页 村 9 中 数字 计算 ,1339 年 上 海上 生 毕 出 口 姓 已 升 至 持 斤 3.38 

两 ， 以 后 崔 镇 上升， 至 1865 年 将 玻 4 两。 而 同 书 第 79 页 引 当 时 人 成 麻 姆 斯 

{ 可 ells 可 iiamay 所 说 ,1852 年 以 前 的 上 海关 性 ， 出 1 晤 2 一 1862 年 何人 区 价 商 : 廿 

此 1840 年 伐 江南 综 价 在 每 斤 3 两 以 上 是 役 在 问题 的 。 而 道 冶 二 十 年 以 后 , 江 

南 米 协 刁 回 查 到 紫 右 1.5 两 堪 者 { 外 暴 池 明 :4 中 国 间 本 主 江 的 萌芽 331 页; 

Yahrehien 三 ang:Seeular Trends 呆 Rice Piricea in the Tangtze Delta 1632 一 1933) - 

张 硒 祥 交 蔬 歼 田 牧 后 订 收 于 氏 重 力 : 补 农 书 控 凡 放 ) 。 

同治 《 南 评 镇 志 } 卷 一 

何 五 安 与 魏 黔 这 在 为 《重逢 短 桑 攻 培 侣 编 $ 了 配 的 序 中 阅 : 江 南 种 对 , 陈 可 用 梭 

叶 判 恒 外 ,还 有 其 他 收益 .如 * 款 可 为 酒 ,条 可 以 藉 , 和 改革 水 可 局 系 而 取 , 田 旁 

收 革 莫 抬 克 之 利 " ,因此 "村 人 凋 培 农 困 百 亩 之 人 人 ”， 当 的 这 有 所 索 大 ,不 过 和 村 

网 总 收入 比 本 上 田 灰 得 素 有 是 可 碎 肯 定 的 。 



亩 产值 更 加 高 于 水 称 。 也 正 困 如 此 ,在 道光 时 代 , 有 尽管 江 南 农 

民 种 又 美 乔 “ 利 殊 有 限 ” ,但 “丰收 三 五 载 , 人 迄 可 小 康 "101。 由 此 

可 以 断定 ， 一 亩 桑 园 的 总 产值 与 一 亩 稻田 总 产值 与 准 产 值 的 

差 曙 ,在 清 代 前 中 期 -- 直 在 扩大 - 因此 , 合 稻 种 桑 确实 使 寿 地 

的 调 产 值 明显 提 商 了 。 

大 体 说 来 ,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, 棉 、 丝 与 米 的 

比价 ,部 使 带 . 枝 生 产 更 有 利 可 图 。 因 此 棉 、 桑 后 产 的 扩大 ,也 

就 使 得 农田 亩 产 值 因 之 而 明显 增加 。 

由 于 以 上 三 种 增加 计 产 量 的 方法 都 与 ”人 耕 十 诗 " 的 集约 

型 经 萌 模 式 有 密切 关系 ,所 以 当 这 种 经 营 模式 逐 淋 普及 之 时 ， 

江南 农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也 必定 随 之 发 生变 化 。 下 面 ， 我 们 就 

来 看 一 .看 这 个 变化 。 

三 ”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

首先 要 说 明 的 是 :这 里 所 谈 的 农民 , 仅 指 共事 农 业 生 产 的 

劳动 者 。 如 果 主 要 不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,那么 即使 居住 在 农村 ,也 

不 在 此 处 讨论 范围 之 内 。 姐 前 记述 ， 农 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取 梁 

于 其 一 年 内 实际 劳动 的 日 数 和 所 获得 的 总 产量 。 因 此， 如 果 

农民 的 实际 劳动 日 数 随 产量 的 增加 而 增加 的 话 ， 农民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仍 然 可 能 停 汪 甚 至 下 降 。 因 而 ,对 我 们 的 研究 而 育 , 了 

解 农 民 一 年 内 实际 劳动 日 数 的 变化 ， 同 了 解 产量 的 变化 同样 

重要 。 

关于 明 清 江南 农民 劳动 日 数 的 问题 ， 应 从 以 下 两 个 方面 

去 分 析 

[11} 费 南 炜 :4 是 昊 每 略 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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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DOSeT 

sz 沿 洒 此 玫 和 地 灌 落 所 

1 

(1 和 表 民 一 年 内 的 总 劳动 日 数 : 农 业 生产 的 . -个 特点 是 具 

有 鲜明 的 季节 性 。 由 于 这 种 特点 ， 农 民 在 一 年 中 有 相当 窗 的 

空 附 日子。 明 末 清 初 嘉兴 农 详 说 “农夫 半年 闲 ” ,固然 有 夸大 ， 

但 也 形象 地 表现 了 农家 和 范 动 的 上 述 特点 。 根 据 近 代 的 一 些 村 

料 ， 我 们 姑 月 认为 农夫 一 年 中 从 事 各 种 生产 劳 动 的 总 日 数 大 

多 为 300 日 D。 

(2) 寿 地 二 均 劳 动 授 入 : 在 明 铺 汗 南 , 耕种 一 亩 水 舟 , 一 年 

所 投入 的 劳动 总 量 大 欧 是 15 个 工作 日 轨 ， 而 种 植 一 让 作为 水 

稳 后 作 作 牺 的 小 麦 , 则 大 约 需 要 3 个 本 作 昌 031。 因 此 在 一 年 - 

作 制 下 ，-- 亩 水 田 一 年 的 劳动 投入 约 为 15 个 工作 日 , 而 在 -年 

二 作 制 下 则 为 18 个 .工作 日 。 

大 体 而 言 , 自明 找 后 期 以 来 , 表 民 -- 年 劳 二 日 数 和 每 荐 

作物 的 亩 均 劳 动 投 人 日 数 变 化 都 不 大 ， 因 此 经 营 方式 的 变 

化 对 劳动 生产 率 的 变化 所 起 的 作用 当然 就 成 为 了 关键 。 各 

种 不 同 的 经 营 方 式 ， 都 是 建立 在 特定 耕作 方式 的 基础 之 上 

的 。 具 性 地 说 ,在 “人 耕 十 亩 "的 经 营 模式 的 形成 和 普及 中 ， 

水 稍 和 春花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以 及 又 、 棉 种 植 的 增加 起 了 

关键 性 的 作用 。 相 反 , 在 这 种 模式 普及 之 前 ,江南 的 水 田 生 

产 仍 然 以 一 年 一 作 制 居 主 要 地 位 ， 桑 、 柱 的 种 植 也 相对 轻 

少 。 这 些 差 异 , 可 以 导致 同一 耕地 的 诗 产 量 发 生 很 大 变化 。 

因此 ， 尽 管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耕地 面积 缩小 而 农民 一 年 

总 劳动 日 数 及 每 茬 作物 劳动 投入 数 设 有 变化 ， 但 是 劳动 生 

产 率 却 仍 有 可 能 提高 。 

[11 殉 率 从重 六 以 “去 如 并 作 " 到 " 男 灶 玄 训 = 

12] “， 表 请 记 南 水 角 种 植 中 所 后 用 的 上 工 ， 自 幸田 至 收 莫 ， 每 尖 十 全 个 , 其 上 齐 注 

【车 水 ) .运送 肥料 等 ,失忆 15 个 中。 套 癌 李 从 重 : 明 渍 时 期 江南 水 左 生 产 攀 

区 程度 的 提高 》 .时 清江 责 神 舱 农 户 生 产能 力 初 二 ?. 

13j】 所 & 清 郊 农 几 ? 中 的 工 容 费用 计算 .等 直 赤 的 人 工大 的 为 于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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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我 对 明 清 江南 农户 与 耕地 数量 所 作 的 估计 计算 ， 可 

求 得 明 清 呐 代 人 口 最 多 时 期 的 农户 平均 耕地 数 ， 即 : 在 1620 ， 

年 前 后 大 约 是 每 户 ( 即 -个 家 庭 衣 场 ) 平 均 有 耕地 近 15 亩 ,而 

1850 年 时 则 是 每 户 近 9 亩 , 即 仅 此 前 者 的 6 和 免 [1。 人 倘若 直 产 

景 没有 变化 ， 那 么 清 代 中 期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之 天 大 低 于 

明 末 ,是 无 可 和 争 说 的 。 然 而 ,如 果 我 们 把 上 节 所 得 出 的 绪论 引 

人 这 里 的 分 析 ,那么 我 们 就 可 以 看 到 : 

(1 由 于 复种 指数 的 增加 , 明 末 至 稍 代 中 期 江南 衣 民 的 实 

际 经 营 规模 变 化 并 不 如 上 面 所 显示 的 情况 。 例 如 ， 如 果 明 末 

江南 耕地 总 的 复种 指数 为 140 名 而 清 代 中 期 江南 为 170 和 5 呈 ] ， 

那 冬 尽管 农户 的 平均 耕作 面积 由 15 亩 下 降 到 9 声 , 即 下 降 了 

40 吃 ,但 是 播种 面积 却 只 是 由 21 亩 和 下降 到 15 亩 , 即 具 下 降 了 

29 吃 。 

(2) 由 于 柔 、 棉 等 经 济 作 物 的 亩 产值 高 于 水 舟 ， 所 以 多 种 

友 . 棉 , 即 使 料 作 面 积 缩减 ,但 产量 却 可 增加 。 例 站 ,一 霄 簿 桑 的 

净 产 值 大 约 为 水 稻 的 3 人 悦 ， 国 此 将 一 亩 舱 田 政 为 又 国 ， 实 际 上 

就 意味 着 该 农户 的 经 营 面 积 扩大 了 3 倍 。 

《3) 由 于 水 稻 和 其 他 一 些 作 物 亩 产量 的 增加 , 尽管 农民 耕 

作 面 积 碱 少 , 产量 却 不 -~- 定 相应 减少 。 例 如 ,如果 明 末 和 清 代 

中 期 江南 水 稻 平 均 亩 产量 分 别 为 1.6 石 和 2.4 石 ,过 为 1 石 ， 

复种 指数 则 分 别 为 1410% 和 170 铭 ， 那 么 明 末 一 个 家 庭 农 场 种 

田 15 南 ,可 产 米 24 石 . 麦 6 石 ;而 清 代 中 期 一 个 家 庭 农场 种 田 

9 调 , 可 产 米 22 石 , 才 9 石 。 依 照 清 代 江 南通 用 的 折算 标准 ,一 

石 雪 可 折 七 斗 米 4131。 因此 上 述 明 末 与 清 代 中 期 农 员 家 许 农 场 

的 总 产量 , 均 可 折 米 共 28 石 , 而 一 五 才 的 生产 成 本 又 天 大 低 

[1] 地 伯 重 :和 人寿 十 亩 "与 明 清 江南 家 届 的 经 萌 规 模 ?。 

[2] 条 阅 李 伯 重 :4agricttgaral Depwapmem in Ja 1620 一 1530 29 33 页 。 

[3] 见 328 贾 注 [5]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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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0S8L 一 5ZE) 沿 寺 帅 到 妆 蝴 滞 此 巾 -一 -一 下 

人 

一 下 个 C 一 下 -mi -一 

一 吗 里 

于 一 石 米 的 生产 成 本 11。 所 以 农民 家 庭 农 场 生 产 的 才 增 加 , 

意味 着 总 生产 成 本 的 增加 幅度 小 于 总 产量 的 增加 幅度 。 换 言 

之 ,农民 的 净 收 入 增加 了 。 

(4) 最 后 ,我 们 还 要 指出 :在 农民 过 动 生产 率 的 研究 中 , 必 

须 注 意 到 劳动 人 手 的 数量 问题 。 由 于 男女 劳动 分 工 的 发 展 ， 

明 未 农民 家 庭 农 场 上 的 劳动 人 手 是 两 个 〔〈 家 夫 与 表 妇 二 人 )， 

而 神代 中 期 只 是 一 个 【农夫 一 人 )。 因 此 , 一 个 劳动 者 的 实际 

播种 面积 .在 明 末 是 12 亩 而 清 代 中 期 是 15 亩 ,后 者 比 前 者 堵 

册 25 免 ; 责 一 个 劳动 者 的 年 总 产 基 ( 稳 玫 合 计 ), 明 末 是 14 石 ， 

而 清 代 中 期 是 28 石 ,后 者 为 前 者 的 两 倍 。 

四 此 ,尽管 农民 家 庭 衣 场 规模 缩小 ,但 是 农场 的 总 产值 却 

并 没有 下 噬 ,而 劳动 者 的 人 均 产 值 则 有 大 电 旬 高 。 下面 ,我 们 

再 以 松江 西部 的 情况 为 例 进 行 分 析 ,来 对 此 结论 加 以 验证 。 

明代 后 期 的 情况 ,我 们 姑且 根据 和 何 良 俱 所 说 ,人 慨 定 每 个 农 

户 平均 耕 纯 为 25 亩 , 亩 产 米 2.5 硬 。 清 代 前 中 期 的 情况 , 则 按 

照 当 时 流行 的 “ 户 耕 十 诸 ” 为 标准 , 假定 每 个 农户 平均 种 田 10 

亩 计 , 亩 产量 依据 姜 举 所 述 ,为 米 3 石和 考 1 石 。 这 里 要 指出 

的 是 : 何 氏 所 说 的 户 均 种 田 面 积 和 亩 产量 , 均 大 大 超过 了 明代 

江南 的 一 般 情况 t。 因 此 , 如 果 我 们 使 用 这 些 数 字 所 进行 分 

桥 的 结果 仍然 是 清 代 农家 劳动 生产 率 高 于 明代 的 话 ， 那 么 一 

般 情 况 下 的 情况 就 更 不 言 自 明了 。 

在 经 若 规 模 和 宙 产 量 都 大 大 高 婴 明 代 后 期 江南 一 般 水 平 

的 松江 西 多 水 称 生 产 中 ,一 对 夫妇 种 田 25 声 , 再 产 米 2.5 石 ， 

总 共产 米 妃 .5 石 。 清 代 中 期 松江 一 个 普通 农民 家 庭 农 声 种 四 

10 亩 , 亩 产 米 3.7 石 ( 禄 豆 合 计 ) ,一 共产 米 37 石 , 忆 为 明代 后 

Et 上 岂 注 [31 吕 23T 页 入 [1]。 

[2] 事实 上 ,这 是 我 们 在 明代 江南 玄 献 中 所 看 到 的 惟一 一 个 家 户 种 田 如 此 过 , 言 

产量 如 此 高 的 例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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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农户 的 印 镶 。 不 促 站 此 ,一 亩 水 称 的 生产 费用 ,在 明代 后 期 

和 清 代 中 期 的 松江 都 可 大 体 折 为 了 荆 石 米 1; 而 -- 庙 要 的 生产 

费用 ， 在 清 代 中 期 的 松江 则 大 约 相 当 于 水 称 生 产 费 用 的 四 分 

之 一 : 邑 0.25 行 米 [1]。 如 果 减 去 生产 费用 ,那么 明代 后 期 农户 

以 所 种 25 亩 水 稻 获 得 的 净 收 和 为 了 4.5 石 米 ， 而 清 伐 中 期 农 

户 从 所 种 10 亩 稻 与 老 所 获得 的 准 收 入 相当 于 24.5 石 米 ， 约 

为 明代 后 期 的 同和 名。 困 此 从 表面 上 来 看 ,明代 后 期 的 劳动 生 

产 率 明显 离 于 清 代 中 期 。 然 而 如 果 作 进一步 的 分 析 ， 就 可 发 

现 情 况 并 不 如 此 。 

如 前 所 述 ， 在 明代 松江 农民 家 庭 农 场 上 工作 的 劳动 者 是 

夫妇 二 大 ,而 清 代 中 期 只 是 农夫 一 人 。 上 因此 如 果 以 人 计算 , 那 

么 前 者 人 均 产 量 只 有 3 石 , 比 后 着 的 相 庶 产量 低 了 16 名。 不 

公 如 此 ， 有 生产 同和 量 产品 所 需 的 劳动 日 来 看 ， 前 韦 也 索 于 后 

者 。 根 据 上 面 关 于 种 植 舟 . 表 每 亩 所 需 的 劳动 日 计算 ,在 明代 

后 期 种 田 254 席 , 共 需 劳动 员 375 个 , 产 米 所.5 石 ,因此 生产 

一 石 米 需 6 个 劳动 日 。 清 代 中 期 种 田 10 调 ， 共 需 劳 动 日 180 

个 ， 产 米 37 行 ， 生 产 一 石 米 需 4.9 个 劳动 日 ， 名 为 前 者 的 

82 驼 -从 劳动 日 的 生产 率 来 看 ,明代 后 期 一 个 劳动 日 的 产值 是 

1.7 斗 米 ,而 铺 代 中 期 则 为 2.1 斗 米 , 比 明代 后 期 高 鸯 2 号 。 

如 果 扣 除 生产 费用 ,明代 后 期 一 个 劳动 日 的 净 产 值 为 1 洁 米 ， 

而 清 代 中 期 为 1.4 斗 洲 , 比 明代 中 期 商 和 部 。 无 论 从 哪 一 方面 

Li] 明和 伐 后 期 苏州 .松江 短 疝 水 稳 的 生产 上 丰 本 , 顾 类 武 在 《 官 田 贻 末 考 ?下 沧 陋 录 

“如 科 议 "中 说 是 1 两 很 .在 《日 短 录 + 沧 十 " 薄 松 二 府 面 眠 之 证 "中 说 是 1 绷 钱 

《1900 立 )。 控 明 林 芍 . 蛋 比价 届 及 米 人 入, 均 大 性 相当 于 1 石 米 苞 基 亚 熏 塘 . 吕 ， 

《 钙 潮 站 次 ?也 说 清 伐 中 期 醋 江 的 生产 成 本 ,也 是 相当 于 1 五 米 : 这 也 可 双 二 

述 情 况 作 一 催 面 迹 明 。 

[21 ”所 《 铺 种 农 冤 .在 1838 年 做 初 的 松江 ，- - 特 素 的 生产 成 本 与 此 价 .“ 忆 相抵 

了 地"”, 即 1000 立 刁 左右 。 一 亩 水 笑 工 率 为 4000 充 , 素 1000 立 ; 米 情 拇 石 4000 

玄 。 芯 一 调 昼 工本 汶 称 之 1.4,. 可 折 米 中 石 。 

所 下 必 下 性 玫 测 疝 大门 蓝 寻 于 目 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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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 5 本 

0sri1 请 洒 章 格 门 部 江山 呈 

来 看 ， 清 代 中 期 松江 种 舟 农户 的 人 均 劳 动 生产 率 都 识 于 明代 

后 期 。 

可 见 ,尽管 基 体 情况 有 所 差异 , 亿 是 我 们 对 松江 西部 所 作 

的 分 析 ， 和 前 面 对 整 个 江南 所 作 的 分 析 ， 得 出 的 缚 论 是 一 至 

的 , 即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江南 农民 家 庭 农场 上 的 劳动 生产 率 在 上 

升 ， 也 正 是 由 于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， 他 们 的 劳动 报酬 也 

才 会 有 增加 ， 实 际 生 活水 平 也 才 会 较 明 代 后 期 有 所 提高 。 如 

果农 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真 的 是 停滞 或 下 降 ， 农 业 劳 动 痢 普 般 生 

活水 平 的 改善 又 择 么 能 够 想像 呢 ? 

国 此 ，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结论 :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民 的 劳动 

生产 率 ,无 论 从 哪个 方面 来 看 ,都 有 提高 。 那 么 .这 一 提高 的 

基础 是 什么 呢 ? 它 对 以 后 江南 经 济 的 变化 又 起 到 了 什么 重大 

影响 昵 ?7 下面, 我 们 将 对 此 二 问题 进行 简要 的 讨论 。 

四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的 提 亏 : 

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提高 的 基础 

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变化 的 基础 是 农业 生产 力 的 变化 。 不 说 

明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变化 ,我 们 关于 家 民 劳 动 生产 率 的 提高 的 结 

论 就 有 "无 源 之 水 ” “无 柜 之 木 "之 嫌 。 因 此 我 们 认为 有 必要 在 

此 对 农业 生产 力 的 变化 略 加 说 明 。 

(一 ?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提 高 的 物质 奏 耐 

众所周知 , 农业 生产 的 基本 要 素 是 劳动 .资源 (主要 是 耕 
地 ) . 技术 和 资本 。 此 外 , 由于 农业 生产 与 生态 环境 有 极为 密 

切 的 关系 , 因此 生态 环境 (尤其 是 气候 ) 也 应 被 视 为 农业 生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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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一 个 基本 要 素 。 这 些 基 本 要 吉 的 现 有 状况 ， 就 是 决定 一 个 

时 代 的 农业 生产 力 的 基础 或 前 提 -。 

人 是, 农业 生产 的 基 布 要素 并 非 - :成 不 变 : 相 皮 , 它们 总 

是 处 于 不 断 的 变化 之 中 。 这些 变 化 必然 引起 农业 生产 力 的 变 

化 。 基 于 明 社 江南 农业 生产 基本 要 至 的 变化 ， 过 去 我 国学 者 

比较 和 忽略。 到 了 1980 年 代 ,一 些 学 者 注意 到 了 一 些 要 素 的 变 

亿 ,但 对 于 这 些 变 化 的 研究 尚 有 待 深 人 [1-。 日 本 学 者 对 耕地 ， 

技术 等 方面 变化 的 计 寺 具体 问题 进行 了 深入 的 研究 ， 但 在 丢 

观 上 廊 面 却 亿 平 往 意 术 够 1。 与 此 相反 , 西方 学 者 的 研究 集中 

于 人 口 的 变化 ,对 于 其 他 要 豆 , 则 癸 问 于 认为 心 化 不 大 131。 总 

的 来 访 ,比较 流行 的 看 法 是 明 清 江 博 人口 增 长 幅度 很 大 ,而 才 

地 、 技术 .资本 变化 较 小 或 者 项 至 没有 变化 。 由 果真 是 如 此 ， 

那么 按照 允 辑 推论 ,下 面 结 论 就 是 不 可 避免 的 , 既然 耕地 、 技 

[11 由 于 种 种 原因 ,1980 年 伐 以 前 我 国学 者 将 主要 的 精力 集中 在 三 充 生产 疾 系 

的 变化 上 .到 了 1980 年 伐 ,有 一 些 学 者 转向 研究 证 意 缠 的 问题 。 粳 如 ,在 江 

南 家 业 生产 要 素 的 研 枢 方面 ,从 蒜 香 性 论 明 代 红 南 地 区 的 人 已 寓 固 及 其 对 

经 入 败 展 的 影响 3)、 洪 霹 楼 性 明 请 时 代 长 江 三 角 训 地 区 的 经 济 优 执 和 特 

点 让 ) , 唐 启 本 己 中 国 作 物 坊 培 虫 稿 和 1 等 对 辣 清 谍 南 的 人 口 .水 利 人 建设. 和 神 植 

技术 .和 白 热 资 头 利用 等 方面 进行 了 探 计 。 在 这 些 学 彰 的 研 充 中 .一 个 很 大 的 

在 星 基 宙 有 把 这 些 生 产权 雪 变 化 相互 联系 起 率 , 作出 综 半 性 的 分 析 (特别 是 

数量 分 析 )。 

【21 1970 年 全 后 期 以 来 ,日 本 学 者 在 明 清 江南 的 十 地 改 度 .在 业 生态 环境 故 普 .种 村 

补 度 变 世 .夏季 作物 种 植 的 昔 到 , 肥 料 使 用 与 输 和 的 增 丰 等 上 面 . 莉 取 得 了 重要 

的 进展 。 主 要 研究 成 果 如 中 立 拨 一 六 大 豆粕 琉 通 三 清 代 仿 凋 装 的 农 痊 .人 沪 岛 男 

像 过 土地 开发 与 客商 活动 明代 中 期 江南 地 主 立 投 和 沉 锋 动 ?, 弟 臣 英 上 :宋元明 清 

中 国 江 南 二 前 训 条 业 史 造化 上 天 村 手工 业 民 阅 本 互 深 展 艇 印 》 . 串 胜 守 :明示 请 

再 长 各 褒 岸 地 区 之 "春花 " 热 种 ? ,等 洗 - 

13] 贱 即 王 业 委 在 18%65 年间 斑 的 he Impact 时 the Taiping 具 ebeljion om Population ji 

Southern Kiangsau 一 玄 中 ， 对 祖 栈 中 期 江南 的 大 口 问 题 政 其 影响 作 了 开 折 性 的 赋 

帝 。 他 在 1]992 年 发 表 的 Seeular Trends of Rire Pricea in the Yangtze Dimlts，132 一 

1935 - 误 中 ， 关 对 气 要 变 届 与 祖 伐 江南 的 术 前 以 精 之 间 的 关系 必 了 了 深入 的 论 

述 .,， 但 是 在 这 酚 篇 论 立 里 , 籽 公 平 也 设 定 耕地 .技术 让 有 韦 密 内 .所 局 认为 

1850 年 以 前 汪 南 存在 产 重 的 人 口 旨 为 ， 

rm 

m -一 

册 半 虐 瑟 只 于 现 碳 对 问 殷 笑 人 骆 霹 谢 一 一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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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58T 一 0 府 活 和 群 辣 则 油 玄 上 山 是 

一 上 

术 与 资本 变化 不 大 而 劳动 力 数量 随 着 人 口 的 明显 增加 而 大 幅 

增加 ,江南 农业 必然 走向 停 汪 甚至 误 退 ,至少 从 劳动 生产 齐 来 

说 是 如 此 。 

我 试 为 上 述 观 总 的 得 出 , 除了 对 有 关 蛮 作 瞪 乏 深 人 的 和 

全 面 的 研究 厕 外 ， 主 要 是 因为 许 族 学 者 在 研究 中 仍然 以 西欧 

模式 作为 分 析 的 依据 。 例 如 ， 他 们 没有 看 到 ， 即 使 在 传统 农 

业 技 术 的 范围 内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仍 然 具 有 相当 

的 发 展 作 她。 江南 的 水 田 农 业 与 西欧 的 旱地 农业 在 许 赦 方 而 

有 很 大 关 异 ， 国 而 可 以 运用 近代 西方 技术 的 大 规模 旱地 生产 

经 营 方式 ， 并 不 一 定 是 最 适合 江南 水 田 农 业 发 展 的 方式 。 中 

国 的 传统 水 田 农业 生产 技术 ， 从 今天 的 角度 来 看 在 许多 方面 

明显 落后 ， 但 是 就 其 主要 的 方面 而 言 ， 它 仍然 能 够 在 一 让 的 

程度 上 支持 发 展 而 不 是 阻碍 发 展 L11， 更 何况 它 也 处 于 不 断 

地 改进 之 中 。 事 实 上 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在 若干 重要 技术 的 发 

明 与 推广 方面 ， 也 取得 了 重大 成 就 ， 其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积极 影 

响 ， 次 不 可 民 估 [2。 其 次 ， 如 果 对 于 现 有 资源 (主要 是 耕 

地 ) 的 和 台 理 利用 程 诬 能 够 提高 的 话 ， 信 口 的 变化 也 不 一 定 都 

对 农业 具有 消 级 的 影响 ， 因 为 在 传统 农业 技术 的 框架 内 ， 资 

源 的 台 理 利用 程度 的 提高 通常 需要 更 多 的 劳动 投 人 人， 而 其 产 

出 往往 高 于 报信 。 同 时， 从 清 代 江南 的 情况 来 看 ， 由 于 人 口 

增长 速度 较 低 ， 同 时 江南 城市 化 和 农村 工业 的 发 展 ， 人 口 增 

加 所 导致 的 劳动 力 增加 也 并 不 意味 着 农业 生产 中 的 劳动 力 按 

同样 的 比例 在 增加 。 此 甸 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大 部 分 时 间 ， 生 态 

环境 (特别 是 气候 ) 也 比 过 去 更 为 有 利于 农业 生产 [31。 总 之 ， 

[1 对 阅 叶 蕊 . 兰 莫 与 本 误 武 坟 传统 农业 与 小 家 么 放 研 究 壕 评 ?》。 

{12] 李 伯 草 :dgriewliarael etbefopment angnn 1 有 一 和 由 各. 第 3 剖 。 

13] 率 代 本 : 妆 天 "种 人 “的 变 人 与 遇 定 江南 的 林 稍 生产 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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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农业 革命 时 代 的 西欧 模式 来 断定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因为 

大 口 增加 但 耕地 、 技 术 变 化 不 大 而 出 现 农 业 停 庙 ， 既 不 符 逮 

辑 ,也 不 符 事实 。 因 此 , 消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基本 生产 要 素 的 变化 

并 未 阻碍 了 农业 生 产 力 以 其 特有 的 方式 发 展 。 

(二 )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提高 的 途径 

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产 要 素 的 变化 ， 不 同 于 农业 革命 

时 代 西 欧 农业 生产 要 素 变化 的 模式 。 这 就 次 定 了 清和 代 前 中 期 

江南 农业 生产 力 的 发 展 也 遵循 着 自己 的 途径 。 

江南 农业 发 展 的 第 一 条 途径 ， 是 更 加 合理 地 利用 现 有 的 

农业 资源 一 一 耕地 以 及 人 大力 和 窗 力 -合理 利用 寿 地 ,~ 方面 是 

进一步 改造 珀 有 耕地 , 担 商 其 质量 , 使 之 更 加 适 于 生产 , 丈 一 

方面 则 是 根据 不 同 的 自然 条 件 ,种 植 不 同 的 宏 作 物 , 以 获得 更 

高 的 产量 。 明 代 后 期 江南 已 初步 出 现 了 分 别 以 水 和 万、 枝 树 和 

棉花 为 主 的 三 个 大 作物 区 ,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,这 些 作 物 区 的 专 

业 化 改 产 又 有 进一步 的 提高 。 办 此 时 然 江 南 的 耕地 蔡 面 积 证 

有 多 少 变 化 但 是 农业 总 产量 却 有 明显 增加 。 在 人 力 和 冀 力 

的 利用 方面 ,由 于 水 舟 与 冬季 旱地 作物 轮作 的 一 年 二 作 制 . 棉 

花 与 水 稍 及 冬季 旱地 作物 轮 心 的 复种 制 和 又 园 癌 作 制 的 推广 

普及 ,以 及 与 之 相关 的 农民 经 营 规 模 的 改变 ,使 得 农业 生产 中 

的 间断 时 间 减 少 , 从 而 使 得 农民 一 年 中 工作 日 数 大 大 增加 , 提 

高 了 对 更 有 人 力 与 尼 力 的 合理 利用 水 平 。 同 时 ， 农 村 中 购买 

牛 力 或 人 力 的 普及 ， 也 使 得 对 现 有 人 畜 力 资源 的 利用 更 为 充 

分 了 1 

[11 李 伯 重 :《 明 清江 南 农业 次 对 的 合理 利用 一 一 明和 清江 南 农 业 至 济 败 展 特 点 村 

讨 立 三 #; 明 请 江南 种 稻 农 卢 生 产能 力 韦 探 一 一 明 精 谍 测 夜 业 烃 入 商 展 特 点 

探讨 立 四 ;dgricadiuray Deuelopmerni mm Tiansgnan 1620 7350, 第 4 章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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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05 由 洒 乔 册 站 部 于 帮 由 

【08 有 

江南 农业 发 展 的 第 一 条 途径 ， 是 提高 农业 和 牛 产 的 集约 水 

平 , 也 就 是 增加 对 单位 面积 耕地 的 和 动 和 资本 投入 ,以 获得 更 

高 的 产量 。 坦 商 生 产 的 集约 水 平 ， 一 方面 有 是 增加 对 每 种 农 作 

物 的 投入 , 史 一 方面 则 是 改变 种 植 结构 ,更 包 地 续 阿 集约 程度 

胃 高 的 家 人 作物。 在 第 一 方面 ， 语 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主要 是 增加 

肥料 投入 而 不 是 劳动 投入 ， 因 而 使 得 坊 要 农作物 的 每 雷 肥 料 

投入 有 了 大 幅度 的 上 天 ,而 劳动 投入 则 增加 很 少 。 在 第 二 方 

面 , 则 主要 是 减少 水 稿 种 植 而 书 大 桑树 与 棉花 的 种 檀 ! 水 稳 所 

需 桥 的 营 动 与 肥料 投入 较 桑 树 和 析 花 消 )1。 当 然 ,无 论 是 通 

过 甩 -和 神志 法 来 提高 生产 的 集约 程度 ， 前 提 者 是 雪 民 将 会 由 

此 而 获得 更 高 的 营 动 回报 。 

江南 农 亚 发 展 的 第 三 妈 途 径 ， 是 提 商 农业 和 后 产 的 “外 问 

化 "水平 。 对 于 面积 狭小 、 耕 地 有 限 的 江南 来 说 , 无 论 是 农业 

资源 利用 的 合理 化 ,还 是 农业 生产 的 集约 化 ,仅仅 依靠 自身 条 

件 都 是 无 法 这 到 的 。 如 果 不 能 通过 变换 从 一 个 不 断 扩 大 的 外 

部 市 场 来 获得 必要 的 资源 ,江南 农业 就 非常 可 能 隐 人 “过 蜜 型 

增长 ”的 陷阱 。 幸 而 ,. 江南 优越 的 地 理 位 置 , 使 它 处 于 不 断 打 

太 中 的 远东 国际 市 场 的 中 心 ， 困 而 其 农业 有 可 能 通过 地 区 分 

荆 . 依 靠 外 部 市 场 达 到 发 展 。 到 清 代 中 期 ,江南 农业 的 这 种 "外 

回 化 ”达到 了 恢 人 的 商 度 。 江 南 所 需要 的 粮食 和 肥料 ,有 很 大 

的 一 部 分 要 从 外 部 市 场 取 得 ; 而 江南 所 生产 的 生 既 、 丝 织 蝇 和 

棉布 , 则 主要 是 输 往 外 部 市 场 。 此 时 的 汪 南 农业 , 和 那 种 被 摘 

绘 为 “ 自 答 自足 "的 传统 农业 模式 ,已 经 相去 甚 远 。 因此 在 某 种 

程度 上 可 以 说 ， 江 南 农业 赛 破 了 大 密 数 传统 农业 所 受到 的 资 

[ 李 伯 恒 尽 明 销 江南 下 船上 生 产 香 约 笠 麻 的 拉 商 一 一 明 请 江南 农业 痉 久 发 展 特 

点 撞 计 之 -3 村 争 称 由 "与 明 清 江南 农业 生产 舍 芍 实 麻 的 扫 高 一 一 瞩 清 放 

沛 农业 弃 许 尝 属 特 点 皖 讨 之 二 让 | mraiaargil Deoeropmeru it 和 artartaa 。 7652- 

7350 第 天 章 .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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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 限 制 , 从 而 能 够 获得 重大 的 发 展 [11。 

因此 ,我 们 可 以 看 到 : 总 的 来 说 , 和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业 生 

产 要 索 永 化 的 基 志 方向 ,是 倾向 于 这 些 要 素 的 改善 ,而 农业 生 

产 力 的 发 展 途 径 又 很 适合 江南 的 特点 。 因 此 ， 农 民 劳 动 生产 

率 出 现 了 提高 。 

米 毕 评 于 米 

在 1850 年 以 后 的 一 个 世纪 中 , 随 着 西方 的 到 来 , 近代 技 

术 传 人 中 国 , 近代 工业 在 江南 恶 渐 建立 了 起 来 。 江南 的 外 部 

市 场 ,也 随 着 中 国之 被 销 人 直 界 经 济 体系 而 扩 太 了 :- 此 外 ,由 

于 在 1853 一 18564 年 的 太平 天 国 皮 汪 期 间 损 先 了 大 量 人 口 , 江 

南 人 口 对 耕地 的 压力 比 1850 年 以 前 大 大 减轻 了 。 但 是 尽管 

如 此 , 在 这 一 个 世纪 中 , 江南 农民 的 劳动 生产 率 并 没有 见 提 

高 .直至 1950 年 代 早 期 ,仍然 还 未 恢复 刘 其 1850 年 以 前 的 水 

平 031。 这 个 事实 表明 ;1850 年 以 前 江南 农民 劳动 生产 率 , 达到 

了 非 常 高 的 来 平 。 因 此 ,站 在 一 种 我 称 之 为 “近代 优越 论 《 里 

确切 地 说 是 “近代 西方 优越 论 ”) 的 立场 上 , 否定 近代 以 前 小 

农 经 济 和 小 农 经 营 行 为 的 合理 性 ,是 难以 说 明 问 题 的 。 

从 另 欠 一 个 角度 来 看 , 尽管 1850 年 以 后 的 一 个 世纪 ，, 江 

南 经 万 了 多 次 战乱 和 社会 动 葛 .但 是 1850 年 以 前 农民 劳动 

生产 率 提 高 所 取得 的 成 果 并 未 被 完全 摧 裔 : 正 是 因为 有 这 样 

一 个 二 虫 的 基础 ， 所 以 江南 农业 仍然 能 够 对 19 世纪 后 期 出 

来 江南 的 近代 工业 化 和 伍 出 很 大 献 , 而 不 是 成 为 工业 化 的 障 

碍 。 众 所 局 知 , 江南 与 西方 以 及 西方 近代 技术 的 接触 比 中 国 

东南 灌 海 的 广东 . 栖 建 要 上 晚 。 但 是 到 1930 年 代 , 江南 趣 变 成 

[11 地 伯 重 :《 明 清江 南 与 外 地 经 独 联系 的 加 旨 改 其 对 江南 经 许 发 展 的 影响 靖 i 才 

Eurel Daoetopmeng 避 imgnan， 1520-- 1 各 :第 皇 音 。 

[2] 陈 尺 社 农 书 研究 9, 第 2 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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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Ss8IL - VE 沿 洒 向 到 站 上 邮 汉 强 

了 让 国 近代 工业 化 最 为 成 功 的 地 区 。1950 年 代 中 期 以 后 , 情 

况 依 然 如 此 。 到 1980 年 代 梓 ,虽然 江南 的 面积 仅 占 全 国 总 面 

积 的 0.5 铝 ,大 口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5 名 ,但 是 它 的 生丝 和 茶叶 

产 拓 仍 占 全 国 总 产量 的 大 约 175, 粮食 .棉花 、 肉 类 和 食用 油 

的 人 均 产 量 岂 超过 全 国平 均 数 . 在 农业 所 提供 的 这 个 基础 之 

上 上 上， 和 江南 的 工业 化 志 才 能 够 继续 进行 , 并 且 继 续 避 持 作为 中 

国 工业 中 心 的 地 位 。 如 果 温 有 一 个 劳动 生产 率 很 高 的 农业 作 

为 基础 ,这 是 无 法 想像 的 。1980 年 代 初 农村 经 济 改 革 开 始 后 ， 

江南 农业 在 很 大 程 庆 上 又 回复 到 了 传统 的 小 农业 。 斥 管 这 种 

新 的 小 农业 建立 在 与 1850 年 以 前 不 同 的 技术 基础 之 上， 但 

是 我 们 仍 杖 可 以 从 中 看 到 过 去 的 影子 。 昌 然 新 的 小 农业 所 引 

起 的 农村 经 济 的 发 展 并 不 仅 限 于 江南 , 但 是 江南 豪 无 疑问 是 

做 得 最 出 色 的 地 区 。 为 什么 如 此 ? 如 果 我 们 把 眼光 回转 到 

185 年 以 前 中 国 , 看 到 中 国 各 个 地 区 在 农业 经 济 发 展 方面 的 

特 气 和 差异 , 我 们 就 不 会 对 江南 今日 的 成 就 感到 惊讶 了 。 历 

虫 是 延续 的 ， 不 可 能 割断 ， 因 此 人 们 并 不 能 随心 所 答 地 选择 

经 济 发 展 的 模式 。 在 某 种 意 久 上 而 言 ,今日 的 发 展 ,都 是 过 去 

的 发 形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的 继续 ; 而 今日 的 成 功 ， 也 不 过 是 过 去 

成 功 的 生产 方式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的 演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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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清 江南 横 纺 织 业 的 

劳动 生产 率 

在 以 往 关 于 明 清 江南 栅 纺 织 业 的 研究 中 ， 大 多 数学 者 形 

成 了 以 下 共识 : 明 清江 南 析 纺 织 业 确 有 很 大 发 展 ， 但 主要 表 

现 为 柚 布 产量 的 增加 和 棉布 贸易 的 扩大 。 至 于 柿 纺织 业 的 劳 

动 生 产 率 ， 则 不 仅 非 常 八 下 ， 而 且 一 直 未 有 提高 。 明 清江 南 

粮 纺 织 业 劳动 生产 率 之 所 以 极端 低下 停滞 不 前 ， 主 可 原因 盖 

在 于 : (1) 生产 工具 落后 并 且 长 期 未 有 改进 ; (2 主要 生 

产 工 序 之 间 没 有 形成 劳动 分 工 : (3) 生产 的 专业 化 程度 其 

低 ， 基 本 上 是 一 种 农家 副业 ; 《4) 生产 主要 由 妇女 和 老 幼 

进行 ， 而 这 些 人 的 劳动 能 力 明 虹 较 男子 为 差 ; 等 等 。 

这 些 理由 看 来 都 颇 有 遵 理 ， 凡 此 其 所 支持 的 绪论 一 一 明 

清江 南 棉纺 织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非常 低下 且 停 洁 不 前 一 一 自 

然 也 应 当 无 可 转 疑 。 但 是 此 说 却 未 能 解释 一 个 简单 的 问题 ， 

为 什么 直到 19 世纪 之 初 ， 欧美 新 式 工 厂 的 机 损 布 仍然 竞争 

不 过 江南 农家 的 手 织 棉布 ? 1 对 此 现象 的 解释 不 止 一 种 , 但 

[1] 和 这 村 瑶 为 江南 蛋 布 大 量 输 往 聊 冰 而 欧美 棉布 各 无 褚 进 和 人 中国 市 场 . 天 阅 全 到 

升 :《 陡 片 凯 争 和 前 江苏 的 炉 胃 织 业 》， 李 伯 重 : 《江南 的 早期 工业 化 ，1530 一 

183509 ,377 一 37 有 页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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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下 

本 

是 江南 棉布 的 低 价 格 肯 定 是 一 关键 因素 0 。 而 价格 侨 廉 则 又 
足利 于 江 南 机 势 织 业 的 生产 效率 并 不 低下 [ 门 。 四 此 我 们 可 以 
看 到 :以往 关于 明 清 江南 棉 擅 织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的 看 法 , 实 
际 上 还 远 非 定论 。 因 此 ， 有 必要 对 明 清 江南 棉纺 织 业 中 的 劳 
动 生 产 率 间 题 重新 进行 研究 ， 关 看 是 理 真 前 非常 低下 且 停 汪 
不 前 

下 而 , 我 们 就 依次 对 明 清 江南 棉纺 织 业 中 的 生产 工具 、 生 
产 工艺 .劳动 分 工 ,生产 专业 化 等 问题 一 一 进行 讨论 。 在 这 些 计 
沦 的 基础 上 上 , 将 棉 纷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与 农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进 
行 比较 ,确定 明 清 江南 燃 纺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究 意 如 何 。 

一 生产 工具 的 改进 

明 清 江南 棉 织 生产 主要 由 力 花 、 委 纱 、 织 布 二 道 基本 

[il 在 1786- 1804 年 间 , 英国 国内 槐 朱 价格 下降 了 443 癌 【名 罗 : 芒 图 :&18 世 志 

产业 单 辣 一 一 英国 这 代 坟 工业 初期 的 概况》 ,201 而 +, 导 下 英 国 棉布 性 悦 不 断 

巴 围 ,国际 竞争 力 不 断 查 商 。 拒 是 吕 管 如 此 ,英国 确 布 与 江 贾 述 布 相 比 ,. 价 巾 

个 精 杰 商 ， 正 因 如 此 , 台 片 肯 委 后 西方 国家 强 追 中 国 灰 帆 降 低 对 进口 档 布 汪 

疏 鬼 美 税 ,外 便 其 棉布 能 避 在 中 国 销 角 . 例 婧 1839 年 英法 签订 了 美 税 傣 寺 某 

约 后 , 涉 国 把 英国 晨 户 唱 的 进口 英 犁 降低 到 1 可, 但 仍 为 中 国 对 癌 类 候 物 古 

收 芒 进口 英 税 的 2 悦 。 又 如 1864 年 美国 对 廉 傣 枕 布 征收 的 进口 关税 .为 中 国 

的 好 迟 。 但 这 仍 瞧 未 导 臻 欧美 桃 布 在 中 间 的 辆 梢 .直到 1360 年 代 后 期 ., 电 于 

新 的 技术 革 人 好 ,情况 才 演 生根 本 改 查 .. 与 1860 年 伐 初 相 负 .1870 年 代 初 英国 

棉 昨 的 劳动 生产 率 措 高 了 如 强 , 棉 布 劳动 生产 率 提 高 了 归 色 -. 如 上 运输 妆 炸 

的 改 亚 (和 畦 细 是 苏 二 十 运 河 的 开通 )}, 使 得 英国 棉布 在 国际 市 场 上 的 竞争 力 太 

虚 提 南 -. 如 在 1867 一 1837 年 间 ,英国 帆布 在 上 次 的 到 岸 价 覆 , 相 色 市 布 督 匹 协 

祝 由 2,. 和 两 降 到 136 两 , 标 布 直 2.17 两 降 到 0 外 耶 , 幸 纹 布 出 3 和 两 降 到 

0 ,95 两 1 参阅 刘 克 祥 . 陈 争 平 坟 中 国 近代 坯 济 中 简 编 》,27.128.、129 页 )-。 过 时 

后 美 磋 布 才 真正 打败 了 江南 布 , 亚 渐 占领 了 中 国 市 场 。 
[2 也 止 是 因此 之 茧 ,只 有 到 了 1860 年 代 后 期 以 后 ,由 于 美国 栅 扰 况 业 的 劳动 生产 

素 空 前 提高 ,英国 棉布 才能 让 中国 市 场 上 站 住 脚 .并 下 上 断 搬 席 江南 的 人 待 九 棉 芒 织 

炎 。 栓 阅 前 和 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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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序 组 成 。 在 这 些 工 序 中 使 用 的 主要 生产 工具 ， 分 别 为 轧 车 

《明代 称 为 揽 车 或 赶 车 ， 清 代 方 称 为 转车 ) 、 芒 车 和 红 袖 。 

在 明 清 时 期 ， 江 南 所 使 用 的 织 机 变化 不 大 ， 辑 车 和 妨 车 则 有 

重大 改进 。 

(一 ? 旋 车 和 纺 车 的 改进 

1. 织 机 : 明 清 江南 一 直 使 用 明代 的 投 梭 织 布 机 ， 罕 有 变 

化 。 没 有 改进 的 主要 原因 是 这 种 织 机 已 达到 相当 高 的 水 平 ， 

其 工作 效率 大 大 商 于 纺 车 。 换 言 之 ， 在 纺 纱 工作 效率 明显 落 

后 的 情况 下 , 织 机 志 就 没有 改进 的 必要 。 

2. 轧 车 :明代 揽 车 ( 赶 车 ) 仍 如 元 制 , 须 三 人 共同 操作 (两 

人 播 轴 , 一 人 吃 棉 ), 效率 很 低 。 《天 工 开 物 》 中 出 现 了 一 人 多 

作 的 手 车 ， 但 未 见 在 江南 实际 运用 的 例子 。 明 来 出 现 了 太仓 

车 , 是 一 个 重大 的 技术 革新 。 使 用 该 车 轧 花 , 仅 需 一 人 操作 ， 

“日 可 轧 百 十 斤 ,得 净 花 三 之 一 ,他 处 用 三 轴 或 挠 车 , 惟 大 仓 式 

一 人 当 四 人 "” [0。 这 种 轧 车 后 来 又 有 一 些 改进 , 但 基本 结构 变 

化 不 大 。 困 6 此 之 故 ， 哩 然 乾 隆 时 褚 华 说 他 只 上 昕 说 过 而 未 见 过 这 

种 高 效率 的 太仓 车 t ,但 他 在 《木棉 谱 》 中 所 横 述 的 莫 隆 时 代 上 

海 的 轧 车 ,与 崇祯 4 太仓 州 志 》 中 所 描述 的 太仓 车 相 比 ,构造 和 

操作 方法 并 无 大 异 [1。 由 此 可 知 清 代 江 南 使 用 的 轧 车 , 实 与 

太仓 车 属于 同一 类 型 (或 者 可 以 说 是 太仓 车 的 改进 型 )。 因 

徐 新 各 认为 江南 轧 花 工具 在 康 黑 时 期 有 重大 改进 ， 大 大 提高 

了 劳动 生产 率 (41。 

[1] 此 栅 & 术 他 州 岂 》 兰 五 物产 。 

f{2] 补 氏 在 (木棉 谱 ? 中 说 : 往 见 - .说 云 ;…… 本 仑 式 两 人 可 当 六 大 ,不 车 何人 由。 

[3| 见 季 新 如 民 江 南 士 布下 3$,42 页 。 

14] 检 新 各 区 江南 土 布 史 ?.40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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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纺 车 : 明代 江南 所 用 的 纺 车 仍然 是 以 往 合 用 的 手 播音 

钾 纺 车 ( 清 代 江 南 称 为 手 车 ), 较 前 并 无 多 大 变化 。 明 来 宋 应 星 

虽然 谈 到 有 疝 时 荔 三 纱 之 法 ， 但 是 一 则 未 见 江 南 有 适用 这 种 

方法 的 实例 ,二 由 在 使 用 这 种 方法 时 ,所 用 的 纺 车 仍然 是 手 播 

单 锭 纺 车 ， 只 不 过 是 将 待 纺 棉 条 置 于 左手 所 握 的 三 个 管子 中 

(右手 播 车 ), 杭 纱 仍 是 人 于 一 个 锭 子 (而 非 三 个 锭 子 } 上 。 由 于 

一 只 手 控 制 三 条 棉 条 很 不 容易 , 所 以 只 有 “ 息 工 能 者 ”才能 使 

用 这 种 方法 。 同 时 , 使 用 这 种 方法 虽然 纺 引 速 度 较 快 ,但 所 茶 

出 棉纱 的 质量 却 不 高 人 捷 而 不 坚 ”)61。 因 此 在 明代 江南 棋 纺 

织 业 中 , 即使 有 人 后 用 这 种 方法 ,肯定 也 是 个 别 的 情况 。 到 了 

清 代 , 和 东 车 有 颇 大 改进 , 出 现 了 足 踏 的 多 锭 切 车 ( 清 代 江南 称 

为 脚 车 )02。 由 于 锭 数 增加 ,所 纺 出 来 的 棉 红 条 数 也 随 着 增加 ， 

而 且 每 条 棉 钞 各 劳 在 一 个 锭 子 二 ,从 而 加 强 了 淄 纱 的 拉力 ,使 

祝 义 质量 得 到 保证 。 这 种 委 车 的 动力 由 足 提 供 , 由 于 足 力 强 于 

手 力 ,所 以 使 得 筋 纱 时 的 动力 得 以 加 强 , 从 而 提高 了 工效 ; 另 一 

方面 , 右手 得 以 解放 出 来 用 于 棉 条 传输 等 工作 , 有 助 于 质量 控 

制 。 所 以 前 述 那 种 用 单 镍 纺 车 纺 三 贸 的 方法 所 无 法 避免 的 “ 捷 

而 不 坚 " 的 刺 端 ,也 亲友 服 。 丈 镍 和 伪 生 的 种 荣 ,也 依 铣 数 的 老少 

而 分 为 双 锭 纺 车 三 锭 纺 车 和 四 锭 鳃 车 ,而 以 三 锭 车 为 密 [。 

才 逛 绥 车 的 工效 比 单 狂 纺 车 商 得 和 多 [941。 道 光 时 , 郑 光 祖 

[11 许诺 新 与 吴 承 明 主编 :《 中 国资 本 主 欠 的 前 霸 一 中 国 赛 本 主 匀 此 改 史 得 一 耸 y， 

335 页 。 

多 钙 纺 车 中 最 带 见 的 是 三 贮 和 药检 ,而 三 锭 辆 车 大 的 最早 出 现 于 明生 之 际 , 大 网 入 

新 吾 区 关于 些 麻 柿 大乱 车 及 三 贮 蛋 芒 车 的 历史 过 程 与 所 论 》， 

f3] 《 木 攀 诺 ? 说 :等 药 者 能 四 次 ,三 崩 为 党 ,两 织 为 下 。 

[4] ”多 盏 列 新 与 匡 际 明 让 坑 :( 中 国 赛 本 主 忆 的 萌芽 》, 377 一 379 页 , 徐 新 吾 坟 江 惠 土 

布 由 ,46.51.77 页 但 徐 森 音 也 指出 : 据 任 讨 , 三 锭 田 车 的 生产 奖 此 比 单 皖 纺 车 

仅 提 高 和 0 一 100 先 ,并 不 是 按 镍 数 比 率 提高 " . 因此 ” 势 动 生产 率 增长 未 罕 "( 徐 新 

如 节 茜 片 焉 争 香 中国 椒 纺 启 手 工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密 本 主义 萌芽 问 晒 ?83] 页 )。 不 

过 其 正 玄 中 搞 引 时 的 史料 求 查 , 这 个 帖 填 可 能 本 低 。 

一 [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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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:“ 有 纺 车 并 架 三 榨 [ 即 锭 ]、 扯 三 缚 者 ，…… 每 人 日 可 十 余 

两 。 [1 桂 华 也 说 使 用 这 种 纺 车 “夜以继日 ,得 斤 许 "1 。 从 实 

例 来 看 也 是 如 此 。 曾 纪 芬 《4 尝 德 老人 上 自 订 年 谱 》 附 录 中 记载 了 

一 个 上 海 专 妇 王 氏 ， 每 日 纺 纱 十 二 两 ,……: 每 日夜 兼 工 间 ……- 

常人 每 日 不 过 纺 纱 六 七 两 而 已 "。 王 氏 虽 然 工 作 时 间 比 一 般 

人 长 ,但 好 使 用 的 肯定 是 多 锭 纺 车 ,否则 她 断然 无 法 每 日 纺 纱 

12 两 。 据 近代 对 上 海 手 工 纺 红 的 调查 . 司 用 单 锭 纺 车 ， 一 个 

“快手 ”每 日 工作 12 小 时 , 可 芭 经 纱 5 一 6 两 会馆 秤 )， 纬 外 

7 一 8 两 ; 而 使 用 足 踏 煞 锭 纺 车 , 每 人 每 天 可 药 纱 上 斤 (16 两 ) 

左右 (和 药 工 斤 以 下 的 已 是 慢 手 )031。 前 引 清 代 的 有 关 记 载 中 的 

纺 丝 效率 ， 与 近代 对 上 海 使 用 足 踏 多 锭 入 车 纺 钞 的 区 率 一 

性 .由 此 可 匈 所 用 的 确实 是 足 路 多 锭 入 车 。 

(二 )》 尽 路 多 贷 纹 村 的 运用 

足 畴 才 镍 纺 车 工 获 虽 高 ， 但 与 手 播 单 锭 入 车 相 比 ,使 用 

技术 难度 较 太 ,劳动 强度 也 较 高 , 即 "“ 人 劳 而 工 敏 " [4j。 因 此 吴 

举 明 、 徐 新 吾 都 认为 足 踏 多 锭 芒 车 在 清 代 江 南 送 用 不 广 呈 。 

但 是 此 看 法 实际 上 建立 在 纺 练 工作 主要 由 农家 老 幼 劳力 承 

担 这 样 一 个 假定 之 土 。 老 埠 劳 力 因 为 体力 较 弱 ,因此 都 使 用 

手 播 单 竹 纺 车 。 但 是 如 后 所 论 , 明 清 江南 棉纺 织 业 中 篇 钞 工 

作 的 主要 时 担 者 ,并 非 农家 老 铠 劳力 , 侧 是 成 年 劳力 。 对 于 后 

[1] 郑 光 相 : 本 世 一 亚 景 3 杂 壕 七 。 

[2] 祖上 华 : 交 木棉 请 ?。 

[3] 网 徐 新 晋 :江南 土 布 忠 y,202 页 。 

[4] 民国 & 南 汇 县 续 志 》 卷 二 十 到 用 之 属 。 

[$] 许 痊 新 与 晤 对 上 明 主 坊 : 交 中国 闭 术 主 部 的 音 萄 ?3.376 页 ; 徐 靳 吾 :江南 土 布 

虫 攻 ,45 王 。 

ae 一 。『 ,本 her mr 。 Er- -ee “到 hirHraiirgsiea 有 -让 7E meie 一 

贡 直 并 民 对 可 民 站 闹 笃 三 半 吾 

349 韦 



08 一 rL 和 洒 乔 柄 呈 训 台 咒 峭 

有 

者 来 说 , 使 用 足 踏 多 镍 和 纺 车 并 未 受到 体力 的 限制 。 所 以 清 代 

江南 地 方志 说 ,“ 老 细密 用 手 车 , 少 灶 密 用 脚 车 "[11。 事 实 上 ， 

合用 足 踏 多 锭 纺 车 昌 热 对 体力 和 技术 的 要 求 较 高 ， 但 据 调 

查 , 在 20 志 纪 初 的 苏 南 林 塘 农村 ， 捧 有 “一 些 老 黎 站 和 初学 

纺 纱 的 幼女 ” 才 使 用 手 播 单 通 锁 车 ， 其 余人 手册 都 使 用 足 踏 

允 锭 纺 车 [2 。 可见 足 跳 多 锭 护 车 ,除了 体力 最 弱 的 老 幼 外 , 农 

家 一 般 的 辅助 劳力 也 可 操作 。 因 些 站 时 我 们 不 拘泥 于 以 往 那 

种 明 清 江南 纺 纱 工作 " 孝 红 化 "之 说 的 话 ,就 应 当 承 认 多 锭 切 

车 有 可 能 广 证 使 用 。 

明 清 江南 农民 家 庭 规 模 一 般 只 在 5 人 以 下 ， 其 中 的 

成 年 劳力 通常 只 有 2 人 (农夫 与 农妇 ) 。 技 照 徐 新 吾 对 

1760 年 松江 农村 鳃 织 户 的 合计 ， 除 去 完全 不 能 劳动 的 老 

外 ， 一 个 委 织 户 中 可 从 事 粮 刍 织 生产 的 劳动 人 手 ， 总 计 

仅 可 折合 1.5 个 全 劳力 131。 换 言 之 ， 除 了 胡 妇 本 人 人 外， 

仅 有 有 半 个 全 劳力 可 参加 纺织 生产 。 徐 兵 估 计 这 1.5 个 全 劳 

力 每 年 从 事 术 纺 织 业 生产 的 时 间 都 为 265 个 劳动 日 (4j。 从 

后 文 的 分 析 可 见 ， 这 个 劳动 日 数 已 达到 其 能 够 参加 劳动 

的 天 数 的 极限 ， 因 此 再 要 增 其 劳动 人 手 与 时 间 已 无 才 大 

余地 。 按 有 照 当时 的 工区， 如 果 使 用 单 镍 纺 车 ， 这 个 农户 

每 年 大 约 能 够 生产 折 匹 棉布 ， 即 6 个 标准 工作 日 生产 

[1 道 共 & 咱 溃 抚 民 厅 志 # 郑 二 一 荣 志 :风俗 。 

[2 入 新 百 以 江南 主 布 中 .和 6 贾 。 

[3] 和 狼 新 吾 :fi 放 南 土 布 生 》.214 一 246 页。 

[3] 符 和 要 区 中 国士 布 生 3》.215 一 21 页 。 蔡 氏 在 此 谈 到 劳动 日 的 数 间 时 ,使 人 感到 似 

胖 是 一 个 农户 11.5 个 劳动 尹 ) 年 工作 - 共 365 日 。 但 实 质 上 这 兵 荐 ] 个 劳动 力 

一 年 岗 的 工作 上 日数 。 之 所 以 这 樟 谨 ,是 因为 他 在 26 责 广 中 为 检 江 一 个 劳动 日 

确定 的 时 间 长 度 为 18 小 时 . 而 在 剖 书 33 页 访 到 站 名 工效 时 . 所 用 劳动 日 时 间 长 

度 是 12 小 时 - 因此 这 里 的 1 个 劳动 日 .实际 上 等 于 普通 的 1.5 个 劳动 日 。 正 因 如 

此 ,1.5 赴 贡 动 力 一 年 才能 生产 唔 亚 布 ! 生 产 1 匹 布 要 得 个 丁 作 日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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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匹 布 L11。 但 是 实际 上 在 窒 江 等 棉纺 织 业 发 过 的 地 区 , 不 

少 农户 用 少 于 6 日 的 时 沿 即 可 生产 1 匹 布 其 中 其 者 如 嘉 

定 , 匹 夫 匹 妇 , 五 口 之 家 ,日 织 一 匹 , 厄 筑 百 文 "121, 即 仅 

用 1 月 即 可 生产 1 匹 布 。 以 单 镍 纺 车 的 工效 来 看 ,每 天 红 

1 匹 布 ,需要 至 少 4 个 全 劳力 纺 钞 。 而 就 通常 的 情况 而 言 ， 

一 -个 五 口 之 家 有 是 不 可 能 拥有 如 此 之 多 的 劳力 的 [31。 如 果 

不 是 靠 买 进 棉 钞 来 织 布 的 话 ， 就 必须 大 大 提高 纺 纱 工 

效 。 而 在 当时 , 棍 高 芒 纱 工效 的 惟一 途径 是 采用 效率 更 高 

的 足 鹭 案 筑 纺 车 。 在 一 个 专业 从 事 药 织 的 五 日 之 家 中 , 假 

定 主 要 劳力 ( 即 上 引文 字 中 的 “匹夫 匹 妇 ") 都 参加 纺织 ， 

则 有 全 劳力 2 人 。 参 加 棉 芒 织 业 劳动 的 老 巡 劳 力 ,按照 徐 

新 得 的 估计 合 起来 以 0.5 个 全 劳力 计 。 这 样 这 个 纺织 户 参 

加 棉 和 药 织 生产 的 全 劳力 共 2.5 人 , 即 每 日 可 有 2.5 个 全 劳 

力 工作 。 名 布 各 要 1 个 劳力 ,还 余下 1. 个 劳力 可 从 事 和 区 

钞 。 而 使 用 三 儿 东 车 .大约 1.5 人 入 训 惟 可 供 1 人 织 布 。 因 

此 只 有 采用 三 锭 纺 车 ， 才 能 保证 每 日 织 1 匹 布 所 需 的 棉 

钞 。 由 于 农户 日 织 布 一 应 的 情况 在 清 代 松江 等 地 并 不 军 

见 ， 因 此 也 证 明 三 镍 和 执 车 在 这 些 地 方 确实 得 到 了 相当 普 

遍 的 运用 。 

再 次 ，19 世纪 中 期 以 后 用 对 近代 江南 农村 罕 用 足 团 多 

锭 纺 车 ， 也 不 能 证 明 这 种 纺 车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用 曾 被 普遍 运 

[1 按照 焰 新 吾 的 标准 ,每 个 “标准 工作 日 " 湖 拉 小 时 。 

[2] 风光 绪 《 囊 定 县 志 # 郑 上 揪 土 产 。 

[3] 里 尖 归 解 才 上 面 的 引 误 说 性 这 是 商 个 成 年 劳动 旋 加 上 三 个 老 动 劳动 方 ,也 是 

从 机 到 布 . 日 出 一 亚 ”( 皮 许 德 新 与 丘 束 明 主 册 : 《中 国资 村主 愉 的 朝代 少 ， 

3690 页 )。 但 是 睦 清 贱 江 南 农 员 家 妓 的 一 般 情 况 而 育 . 一 从 五 口 全 部 都 兵 有 

动能 办 井 且 都 参加 从 够 劳动 大 很 少 蜗 的 。 这 也 与 前 引 徐 新 音 对 17 的 年 输 江 

和 菜 诅 卢 一 户 大 如 入 绿 生产 的 劳动 力 平 均 只 能 折合 1.5 个 全 劳力 的 司 计 相 善 

甚 友 。 

一 h- 

一 “一 ,上 一 一 -T 惠 。 

册 展 上 扑 进 登 层 冶 嫩 闭 到 癌 通 加 

35] 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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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- 正如 瓦格纳 (Ponald 丽 agner) 在 关于 中 国 传统 铀 铁 工 业 的 

研究 中 所 指出 的 那样 ， 在 19 世纪 中 期 以 后 受 西 方 近代 工业 

打击 最 严重 的 . 是 中 国 传统 工业 生产 中 最 先进 的 技术 ， 而 对 

落后 技术 反倒 影 啊 较 小 01。 这 一 结论 也 颇 符 合 江 南 棉纺 弧 

业 的 情况 。 由 于 质 优 价 廉 的 祥 纱 的 大 量 涌 人 江南 ,以 棉纺 织 

业 为 主 业 的 农户 . 比 起 以 株 盘 织 业 为 副业 的 农户 , 往往 更 愿 

意 放 弃 纺 纱 而 采用 洋 急 ， 专 力 于 织 布 。 而 在 19 世纪 中 期 以 

前 ,前 一 类 农户 正 是 师 踏 多 锭 纺 车 的 主要 使 用 者 。 作 为 对 照 ， 

后 一 次 农 户 因 为 公 以 株 东 织 业 为 副业 ,所 以 对 工具 的 生产 效 

率 问题 并 不 如 前 者 重视 .这 就 是 他 们 一 直 主 要 使 用 手 播 单 锭 

药 车 的 主要 原因 。 困 此 19 世纪 中 期 以 来 江南 多 锌 纺 车 合用 

不 多 的 事实 ,并 不 能 说 明 在 此 之 前 这 种 纺 车 不 曾 得 到 较 广 泛 

的 使 用 。 

内 于 以 上 原因 ， 我 认为 在 清 代 江南 棉 蘑 织 业 最 发 达 的 地 

区 (〔 特 员 是 松江 府 ), 足 踏 多 锭 纺 车 的 使 用 是 相当 普 沁 的 。 徐 

新 吾 指 出 足 踏 多 锭 纹 车 的 使 用 , 最 初 见 于 上 海 , 而 后 宝 由 、 嘉 

定 、 南汇 .J 钞 等 地 了 志 有 使 用 [中 。 由 于 上 述 地 方 都 在 松江 府 未 

部 , 因此 徐 新 吾 认 为 “三 锭 纺 车 存在 的 地 区 , 向 限 在 松江 府 示 

陋 一 角 "131。 人 但 是 恰 众 这 个 “松江 府 东阳 一 角 ”, 正 是 当日 中 国 

最 重要 的 棉纺 织 业 地 区 ,或 者 说 是 中 国 的 棉纺 织 业 中 心 ,其 棉 

布 产量 在 江南 枫 布 总 产量 中 此 了 极 大 的 比重 (41。 困 此 多 锭 纺 

[1] Donald 机 sagner: Je TrainomaH 写 司 meye jaort Jeriry md is jadernr are 77 交 。 

[21 了 徐 新 吾 坟 关于 丝 麻 鸡 去 盘 车 亚 三 绽 榜 芒 车 的 历 中 过程 与 说 论 #。 

[3] 内 上 。 

Ed4] “ 撤 照 兵 系 上 明 的 巾 计 , 清 代 中 期 江南 薪 . 栓 5 包 揪 太仓 州 ), 常 三 州 棉布 年 总 产量 为 

4300 万 匹 , 其 中 松江 为 3000 万 匹 -网 时 售 冰 长 造 贸易 的 棉布 共 芍 4500 万 四 ,其 

中 苏 ， 栓 、 常 三 州 所 产 者 的 4000 万 匹 【 见 吴 录 二 : 《 论 清 代 的 期 我 医 国 内 市 

场 y)。 在 松江 府 畏 于 的 七 县 一 厅 中 ,未 邦 的 上 矢 .南汇 . 川 钞 三 县 又 是 是 主 村 恼 

布 产 区 。 而 在 太 亿 州 属 下 的 三 县 中 ,嘉定 和 宝山 是 最 重要 的 棉布 产 区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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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普 庆 运用 , 意 尽 非 同 小 可 Li。 

此 外 , 在 经 纱 工 具 方 面 , 清 代 也 有 闯 大 进步 ,由 原来 仅 八 

继 的 红 床 ,改进 为 一 一 十 继 的 经 车 , 工 癌 有 了 明显 的 提高 121。 

因此 .说 明 清江 南 档 纺 织 生 产 工 具 简 随 , 只 是 与 近代 机 

器 芭 织 炎 比 较 而 音 - 如 果 从 历史 的 角 虚 来 看 , 却 难以 下 这 样 

的 销 论 。 例 如 在 17 世纪 中 期 英国 工业 革 傅 发 后 有 前 的 欧洲 ， 

- 直 使 有 同 着 单 逛 纺 车 , 虽然 也 有 人 发 明 出 了 双 狂 纺 车 ,但 是 

“加 时 能 熏 两 根 纱 的 纺 纱 能 手 几 乎 俺 双 头 人 一 样 军 见 ”131。 

1765 年 发 明 的 著名 的 “珍妮 机 " ,也 只 有 ?了 锭 , 而 且 是 手工 木 

制 ， 纺 出 的 棉纱 也 不 结实 141。 因 此 铺 代 江南 于 镍 伪 车 的 大 

明 ,可 以 说 基 世 界 棉 入 织 业 中 上 的 -个 伟大 技术 进步 , 可 以 

说 代表 了 工业 音 命 以 前 世界 入 钞 工 具 枚 良 所 电 得 的 最 高 成 

就 . 因此 以 工业 革 伍 前 的 标准 来 看 ,江南 纺织 工具 决 不 能 放 

是 “ 简 碳 落后 。 

一 ”劳动 分 工 的 加 强 

依照 匡 了 重 明 所 下 的 定义 ， 与 明 清 江南 篇 纺织 业 有 关 的 社 

会 分 工 和 包括 两 种 :一 是 棉纺 织 业 生 产 各 主要 .上 序 的 相互 分 离 ; 

另 - 则 是 棉纺 织 业 与 窒 业 的 分 离 ! 习 。 这 两 种 分 工 实 际 上 就 是 

专业 化 ， 四 此 分 工 与 专业 化 二 者 态 是 同一 个 事物 的 两 个 方 

1 当 柜 ,这 些 地 方 . 间 锭 站 让 也 局 扼 在 僵 用 .不 过 主 更 限于 者 新 .而 如 后 所 述 , 葛 

镍 的 主办 并 非 老 铀 ,因此 可 志 认 为 事 狂 站 车 在 这 些 地 方 得 到 六 演 运 用 并 成 汶 

节录 的 主要 工 其 。 

121 和 宰 新 车 节 江 南 土 布 中 yy,47 页 。 

131 六 马克 下 恩格斯 伞 艳 ?第 23 着 ! 中 文本 1,411 页: 

[4 家 新 音 : 坟 美 于 些 麻 棉 大 站 丰 基 二 钙 杭 和 辆 车 的 让 束 过 程 与 该 论 》。 

fs] 许 认 新 与 器 承 明 主 策 江 中 国 竟 村主 产 的 曲 薄 》,393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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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8S91 一 0 和 削 看 站 部 下 强 内 

面 。 但 是 ， 阿 一 生产 过 程 申 各 工序 相互 分 离 所 代表 的 分 工 与 

专业 化 ,和 两 种 不 同 生 产 分 离 所 代表 的 分 工 与 专业 化 . 隔 者 意 

区 毕竟 还 有 所 不 同 。 因 此 在 可 文中 ， 我 们 把 前 一 种 情况 称 为 

劳动 分 工 , 而 把 后 一 种 情况 称 为 生产 的 专业 化 ,在 机 小 六 中 ， 

仅 只 讨论 前 一 情 淘 5 冯 和 劳 惑 分 工 )。 

由 纺织 业 生 产 的 主要 环节 是 轧 花 . 纺 如 (包括 弹 情 、 搓 条 、 

芒 纱 .成 丝 ) . 织 布 (包括 浆 纱 , 府 经 、 穿 综 、 穿 攻 、 揪 纱 、 织 布 )、 

染色 . 蹦 压 等 。 其 中 染色 和 踊 压 属于 棉布 加 工业 ,主要 集中 在 

城市 ,而 其 他 环节 则 主要 分 布 在 农村 。 

(一 ) 谍 花 . 桨 经 、. 剧 经 、 染色 和 蹦 压 等 

生产 环节 的 分 离 

1. 谍 花 : 徐 新 可 认为 轧 花 是 江南 : 般 纺 织 衣 家 日 行 操作 

的 第 一 道 工 序 ， 原 国 是 轧 花 不 需要 特殊 技术 , 故 也 没有 从 农 

家 棉纺 织 生 产 环 节 分 化 出 专业 的 力作 手艺 人 。 但 居 徐 氏 也 指 

出 在 达 花 输出 地 区 , 到 了 棉花 销售 的 旺季 ， 会 出 现 一 些 邓 市 

性 的 轧 花 人 ,给 商人 充当 旗 时 历 , 民 。 他 引用 的 崇 害 《太仓 州 

志 少 则 明 风 地 记载 说 “ 九 月 中 , 南方 贩 客 至 , 城市 习 子 才 轧 花 

生 亚 "11。 匡 永明 则 议 为 由 于 * 揽 车 的 改进 最 大 , 轧 花 业 也 基 

最 早 狼 立 册 来 的 一 个 行业 ”1 我 认为 兵 氏 所 彰 甚 是 -明代 后 

期 轧 车 的 改进 . 大 大 提高 了 轧 花 工 葡 ,和 司 得 轧 花 工效 远 高 于 

芭 与 纪 的 工效 0， 因此 一 般 农户 没有 必要 家 家 置 车 自己 力 

[11 和 丈 新 音 : 鸦 片 战 委 前 中 孝 棉 站 意 于 工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壳 本 主 空 韭 芋 问题 ?》， 

30 页 。 

[21 许 认 新 与 昊 隋 明 主 编发 中 国 愤 本 二 穴 的 胡 第 3 ,39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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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 。 比较 可 能 的 情况 看 来 是 , 在 一 个 村 子 里 有 几 个 农户 备 有 

思 车 ,棉花 收 下 后 ,为 自己 以 及 邻居 力作 ;或 者 是 有 一 些 季节 

性 的 流动 轧 花 人 ， 走 村 串 户 为 农家 有 轧 花 - 虽然 这 些 代 大 谍 花 

的 农户 或 流动 轧 花 人 的 工作 可 能 只 不 过 是 属于 ”“ 打 短工 "而 非 

小 商品 生产 者 (如 徐 新 可 所 说 ) ,但 从 分 工 的 角度 来 看 ,他 们 之 

“和 包 "” 下 了 力 花 工作 , 表现 了 力 花 与 棉纺 织 业 技 他 生产 环节 的 

分 离 。 

2. 次 经 与 刷 经 : 江南 的 棉布 有 浆 称 与 剧 经 晒 种 。 属 于 刷 

经 品种 者 , 布 身 紧密 . 质量 较 高 , 主要 销 于 北方 。 上调 浆 经 的 蝇 

种 则 主要 是 供 本 地 消费 , 即 所 请“ 桨 纱 行 于 本 境 , 刷 线 达 于 京 

师 "， 奖 经 比较 简单 ,一般 农 家 可 自 为 之 、 刷 线 则 需要 较 识 技 

术 , “工夫 远 过 上 兹 钞 "。 盔 有 一 种 专 为 织 “ 刷 经 布 ” 的 人 家 刷 线 

的 副 经 乒 。 这 种 匠人 接近 于 流动 手艺 人 人 性质， 在 清 代 松江 人 

煞 很 多 0011。 他 们 的 出 现 , 也 表现 了 刷 经 工序 的 分 离 。 

3. 妆 色 和 踊 压 : 棉布 加 工业 与 柿 纺织 业 的 其 他 工序 分 离 较 

曲 。 人 也是 在 棉布 姑 工 业 分 离 出 来 之 后 中 ,其 两 大 组 成 工序 一 一 染 

色 和 蹊 压 一 一 还 是 人 台 ,的 .因此 明代 松江 一 带 昌 然 已 经 出 现 涩 

坊 和 中 坊 ,但 此 时 这 两 种 工序 的 分 离 尺 平 还 不 甚 明 显 。 一 直 要 

至 康 民 中 时 以 后 , 染 坊 和 蹦 坊 才 逐 渐 分 讽 开 来 上 村 这 标志 着 清 

代 江 南 棉布 加 工业 中 的 分 工程 专业 化 比 这 去 加 强 了 。 

《二 ) 纺 纱 与 织 布 两 大 工序 的 分 离 

棉纺 织 业 中 最 重要 的 分 工 是 芒 与 织 两 大 工序 的 分 离 。 而 

正 是 在 此 方面 ,学界 争 议 也 最 天 。 匡 莆 明 认 为 :尽管 明 清江 南 

fl] 覆 新 如 :《 玖 片 妃 委 前 中 国 斩 和 刘 手工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杆 本 主 立 随 丁 癌 古 #， 

5 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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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一 些 单 从 事 纺 名 的 记载 ,但 纺 与 织 基 本 上 没有 人 分离 ,其 根本 

原因 禁 于 纺 纱 技术 落后 ,农家 单 事 纺 纱 收 不 到 专业 分 工 的 妆 

益 。 家 访 的 纺织 收益 主要 来 自 织 布 , 若 单 从 事 委 纱 ,所 得 只 能 

补偿 工 食 , 所 以 农民 不 能 放弃 织 布 [01 。 徐 新 可 则 认为 :在 明 清 

江南 小 农家 庭 棉纺 织 于 工业 中 ， 委 与 织 分 离 的 班 象 已 发 生 。 

分 离 的 原因 ， 首 先是 因为 小 农家 庭 手 工业 生产 的 市 场 变 换 的 

发 展 ， 促 进 了 家 庭 内 部 的 让 然 分 工 转化 为 社会 分 工 。 由 于 馈 

布 卫 误 和 收益 芍 高 于 和 纺 比 ,所 以 如 果 不 是 棉农 ,家 里 只 缺 少 劳 

力 ,此 说 与 其 自行 纺 纱 ,不 如 购 名 织 布 更 为 经 济 合算 -。 同 时 叉 

有 不 少 预 苦 碟 依 的 “ 老 旭 ”, 因 体力 所 限 ,只 能 从 事 较 为 反 便 的 

东 负 .以 此 来 谋生 。 还 有 一 些 筑 苦 家 民 , 因 缺 乏 织 布 工具 和 资 

爹 , 也 不 得 不 限于 以 纺 纱 为 业 。 一 者 相 结 会 ,使 得 纺 与 织 的 分 

离 上 成 为 必然 。 其 次 ,由 于 有 些 地 区 的 织 布 技术 不 及 虐 邻 地 区 ， 

因此 许多 农户 宁可 专门 纺 纱 . 此 与 毗邻 地 区 的 织 布 者 ; 相反 ， 

也 育 些 地 区 的 药 纱 撤 术 较 高 ， 农 户 所 和 芭 出 的 缘 可 售 较 高 的 价 

格 ,特别 是 由 诗经 钞 的 质量 要 求 比 纬 纷 高 ,所 以 有 专 纺 经 引出 

售 的 。 但 是 , 徐 氏 也 指出 : 出 于 前 一 种 原因 的 势 钞 专业 化 ,出 

于 很 低级 的 状态 ,很 难 发 展 与 提高 :而 出 于 后 -种 原因 的 纺 纱 

专业 化 , 则 属于 少数 情况 。 他 还 指 出 :由 于 江南 手工 纺织 业 基 

奉 上 并 未 从 原料 产地 分 化 出 来 ,棉纺 织 业 者 主要 是 棉农 .这 就 

对 区 与 织 的 分 离 程 度 予 以 极 大 的 限制 ， 所 以 在 江南 虽然 已 发 

生 了 少数 芒 织 分 离 的 现象 ,但 在 缀 大 密 效 情况 下 , 筋 与 织 还 大 

在 小 和 表 家 庭 副业 中 结合 着 121。 

我 认为 吴 氏 的 看 法 颇 可 商 梭 ,而 徐 氏 对 于 纷 . 织 分 腐 理 由 

1 其 廉 上庄 区 我 国手 工 棉 鼻 鲍 业 凡 什 竺 长 期 停留 在 涵 许 手下 业 阶 千 ?3- 并 见 许 江 

箱 与 吴兴 明示 编发 中 国资 本 主 立 时 蝴 芽 》 ,394 一 397 页 。 

[21 窗 新 末 : 赔 片 战 争 前 中 国 档 纺 纪 王 工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资 率 主 实 萌 薄 问题》， 

566 -3 页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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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说 明 昌 鼎 具 说 服 力 ， 但 是 其 结论 及 其 关于 药 纱 的 收入 低 于 

级 布 的 看 法 与 丘 氏 的 看 法 一 致 , 也 尚 可 讨论 。 下 面 ,我们 就 看 

看 药 钞 的 工效 和 收 人 基 否 杰 低 ,从 而 阻止 了 纺 与 织 的 分 腐 ; 

然后 分 析 为 什么 续 与 织 可 以 分 离 ， 以 及 纺 与 织 都 在 农民 家 庭 

中 进行 是否 一 定 是 务工 不 发 达 的 表现 。 最 后 ， 我 们 再 看 看 明 

清江 南 委 与 织 的 分 离 究 竟 达 到 了 何 种 水 平 。 

1. 明 清 订 南 委 纱 工 敬 之 所 以 被 认为 太 低 ， 主 要 是 由 于 将 

纺 钞 与 织 布 做 对 比 。 但 是 此 看 法 在 履 辑 上 是 有 问题 的 。 药 纤 

与 织 布 是 两 种 性 质 不同 的 工作 ， 因 此 这 两 种 工序 之 间 工 效 存 

在 差别 对 它们 是 理 能 够 分 离 并 无 重大 影响 。 葬 如 在 工业 单 命 

前 多 的 英国 棉 锁 织 业 中 ,通常 要 五 六 架 纺 车 芒 纱 才能 供给 1 

台 织 机 .而 且 还 常常 发 生 缺 纱 现 象 . 但 是 此 时 英国 委 . 织 分 离 

己 相 当 明 显 Il。 因此 说 纺 纱 工效 杰 低 阻止 了 和 与 织 的 分 离 ， 

并 不 能 充分 解 炎 有 关 现 象 。 其 ， 纺 纤 与 织 布 两 种 工作 的 劳 

动 生 产 率 荐 在 差别 ， 并 不 一 定 导 致 两 种 工作 的 劳动 收益 也 击 

现 同 样 的 差别 ， 一 般 而 言 , 相 对 于 纺 纱 而 言 , 织 布 禹 要 较 商 的 

技能 和 较 款 的 体 为 ， 因 此 和 蔓 纱 的 收入 应 当 低 于 织 布 。 但 是 在 

市 场 机 制 比较 完善 的 地 方 ， 这 种 收入 的 差别 会 受到 殿 求 关 系 

的 重大 影响 ， 妨 纱 工 效 低 于 织 布 ， 棉 甸 生 产 不 能 赶 上 织 布 所 

需 ， 就 会 导致 棉纱 供不应求 ， 棉 引 供 不 应 求 又 会 促使 棉纱 价 

格 上 涨 ， 从 而 提高 纺 钞 劳动 的 收入 人 司 织 布 劳动 的 收 人 相对 降 

低 ,直至 二 者 达到 革 种 平衡 。 因 此 在 汪 育 洋 纱 输入 的 博识 下 ， 

入 纱 与 织 布 二 者 劳动 收入 的 差别 ， 并 不 一 定 就 会 像 以 往 所 认 

为 的 那么 大 。 

明 清江 南 芒 钞 工 效 被 认为 天 人 惰 ， 还 有 一 个 重要 原因 是 纺 

ij 各 黑 ， 蓄 力 :K8 上 世 纪 产 业 革 合 ”一 英国 近代 大 于 业 初 期 的 可 况 让, 139 一 159、 

1651 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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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 8 一 DSS 和 寺 卓 对 站 于 下 淖 合 

引 通 冲 被 很 定 是 农家 老 幼 等 辅 有 努 劳 动力 从 事 的 工作 。 无 论 在 

何 种 工作 中 ， 老 荔 萎 力 的 工效 都 必定 大 大 低 于 青 壮年 劳力 - 

将 老 幼 纺 纱 的 工效 等 同 于 纺 钾 工 效 ， 纺 纱 工 效 当 然 很 低 。 然 

调 事 实 上 ， 明 请 汇 南 农家 棉 劳 织 业 中 纺 纱 工作 的 主要 承担 者 

并 非 老 幼 和 劣 力 , 而 成 年 劳力 纺 纱 的 工效 并 不 低 。 

明 请 江南 罚 药 织 业 中 纺 甸 的 主力 是 农 旭 。 按 照 铺 代 江 南 

的 一 般 工 获 ， -个 妇女 符 使 用 单 镍 纺 车 一 天 可 纺 纱 5 两 左右 ， 

而 大 织 布 则 可 织 [ 匹 。 因 此 为 供应 织 布 1 个 .上 作 日 之 所 需 , 需 

要 4 个 工作 有 卓 米 绮 色 ,此 外 还 有 工 个 工作 日 用 于 其 他 工作 《如 

弹 花 ,经 布 、 上 浆 等 J)D11。 和 若是 老 巷 药 纱 , 则 所 需 系 钞 工作 日 还 

要 更 多 。 按 照 前 引 徐 新 吾 对 1760 年 松江 委 织 户 的 估计 ,… 个 农 

户 中 真正 能 鲍 从 事 杭 纺织 生产 的 劳动 态 , 总 计 仅 可 折合 1.5 个 

伴 劳 力 。 换 言 之 , 除了 作为 全 劳力 的 农妇 本 人 外 , 其 他 可 驹 如 

纺织 生产 的 劳力 人 台 计 仅 为 半 个 全 劳力 。 假 定 织 布 由 农妇 承担 ， 

那么 护照 上 述 纺 . 织 工 获 ,每 生产 1 匹 布 ,农妇 大 用 1 个 工作 日 

织 布 , 3 个 工作 日 纺 纱 ， 机 老 幼 辅助 劳力 提供 的 仅 有 1 个 巧 名 

工作 日 和 1 个 从 事 其 他 劳动 的 工作 有 日。 因此 农妇 用 于 纺 钞 比 老 

幼 用 于 纺 录 的 时 间 多 出 2 个 工作 日 。 如 果 使 用 多 锭 基 车 , 纺 纱 

工效 可 提高 一 倍 . 国 此 每 生产 1] 匹 布 , 娄 妇 用 1 个 工作 日 织 布 ， 

2 个 工作 日 纺 纱 即 可 ,， 老 项 辅助 劳力 不 必 再 编 缘 ,从事 其 他 劳 

动 的 时 间 仍 然 是 1 个 工作 日 。 可 见 , 如 果 仅 依靠 农户 内 部 的 劳 

力 ,不 论 使 用 何 种 芒 钞 工具 ,农妇 都 是 入 纱 的 主要 劳力 。 

如 果 是 壮年 劳力 钻 纱 《特别 是 使 用 多 锭 芭 车 纺 纱 ),， 其 收 

人 和 并 不 低 。 嘉 庆 时 代 的 化 里 镇 ， 小 察 妇 女 , 密 以 纺 纱 为 生 ,让 

食 蕴 赖 之 " 13。 在 前 寺 曾 纪 芬 《 崇 德 老人 目 订 年 谱 # 附 录 中 谈 

[1 和 害 新 音 六 让 南 土 布 中 ,41 一 和 3 碳 。 

[z] 喜庆 & 莹 里 志 ? 郑 四 风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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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的 清 代 中 期 上 海 碍 妇 王 氏 ,“ 每 日 护 毕 十 一 两 , …… 除 一 妆 

末了 芒 四 人 外 , 尚 能 积 著 以 还 清 所 负 之 傻 "; “每 日 夜 兼 工 , 故 能 

[日 ] 得 五 十 文 ”。 可 见 成 年 妇女 箭 纱 ,收入 并 非 很 低 。 因 此 王 

氏 纺 纱 的 收入 除 养活 大 小 四 人 外 , 其 至 还 可 以 偿 清 旧 从 。 史 

称 歼 正 时 的 杭州 ,“ 和 穷 民 无 本 不 能 成 布 ， 日 獒 钞 数 两 以 给 口 

食 " .1 即使 在 棉纺 织 业 不 景气 的 时 期 ,上海 们 "有 止 卖 纱 背 ， 

夜以继日 ,得 斤 余 即 可 糊口 "13 。 而 如 前 所 述 ,一 个 成 年 上 劳 力 

使 用 三 锭 纺 车 ,一 人 一 日 怡 可 纺 纱 1 斤 。 

上 实 上 ， 即 使 是 若 巧 劳力， 共事 纺 钞 的 收 人 也 并 不 算 很 

低 。 史 称 松江 “辫子 七 六 岁 以 上 即 能 纺 ,， 二 二 三 岁 印 能 织 

布 。 :日 之 和 经营, 尽 足 必 一 人 之 用 度 有 人 有余"T31。 可 见 一 个 十 岁 

上 下 的 女孩 ， 和 车 纺 处 的 收 人 就 可 养活 自己 。 徐 新 吾 也 指出 明 

清江 南 地 方 文献 常常 谈 到 的 纺 纱 “ 老 如 ”, 一 般 是 焉 将 励 依 的 

若 人 , 限 下 年 瞬 和 体力 , 不 能 胜任 织 布 工作 , 只 能 秆 专业 纺 绕 

来 维持 生活 !41。 可 见 即 使 是 老 荔 ， 也 是 可 以 依 筷 纺 引 为 生 

的 。 不 管 老 幼 纱 收入 如 和 何 低 ， 相 对 于 他 们 基本 上 不 能 内 农 

业 中 获得 收 人 的 情 阅 而 言 ， 人 共事 纺 纤 的 劳动 回报 仍然 是 很 可 

观 的 。 因 此 用 老 纺 从 事 纺 钞 的 劳动 回报 与 农业 雇工 〈 基 本 上 

是 青 福 年 男子 ) 的 劳动 回报 相 比 后 断 埋 纺 毕 劳动 生产 率 很 低 ， 

显然 是 错误 的 。 至 于 说 由 于 纺 纱 劳动 报酬 太 低 ， 所 以 只 有 老 

鳃 才 从 事 纺 纱 , 则 是 因果 倒置 或 本 未 倒置 。 

因此 ,说 苦 红 收 入 太 低 使 得 农家 不 能 放弃 织 布 ,从 而 组 目 

了 先 与 织 的 分 离 。 这 种 看 法 无 论 是 从 理论 上 ， 还 是 从 事实 上 

[11 座 正 5 杭州 府 赤 ? 首 一 口 “物产 一 ， 

1{12] 褚 举 以 不 帆 谱 站， 

[3] 天 会 -: 教 陈 农 商 四 务 统 小 ， 

[4」 和 新 音 六 鸣 片 战争 前 中 国 棉 久 织 手工 业 的 商 上 由 生产 与 结 本 主 欠 更 莹 癌 是 7,67 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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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说 ,部 足 吕 商 的 ， 

2. 纺 与 组 的 工效 的 差异 , 镀 认 为 是 制约 纺织 两 大 工序 分 

兰 的 怠 一 主权 原因。 然而 事实 上 ,在 一 完 的 条 件 下 ,这 种 差 宪 

怡 恰 可 以 戌 为 促进 一 玫 分 请 的 圭 要 原因 。 正 是 后 为 纺 、 织 工 

效 有 差别 ， 所 以 才 需 要 借 爵 于 分 工 与 专业 化 来 提高 势 纱 工序 

的 效率 ， 因 为 分 工程 专业 化 是 储 不 改变 原 有 技术 的 条 件 下 提 

高 工效 的 主要 手段 。 明 清江 南 的 实际 情况 正 龙 如 此 。 由 于 要 

4 个 劳动 日 所 妈 之 才 能 供应 上 个 匣 动 日 织 布 之 所 帘 ， 因 此 

纺 纱 就 成 了 制约 提高 棉布 产量 的 瓶 领 。 然 而 如 前 所 述 ， 即 使 

农户 中 的 主要 和 芒 组 劳动 力 一 一 农妇 一 一 下 用 了 三 锭 纺 车 ， 仿 

然 不 能 解 姿 此 问题 ， 她 仍然 不 得 不 将 大 部 分 时 间 贞 于 熏 钞 。 

对 是 这 个 农户 中 的 所 有 劳动 力 都 已 充分 动员 ， 也 无 法 供应 她 

专 一 织 布 煌 需 的 术 钞 。 因 此 如 果 访 宏 户 要 多 织 布 ， 就 只 能 从 

其 家 庭 之 外 取得 栅 鲍 。 此 外 由 于 其 他 各 种 原因， 对 于 许 雪 家 

户 来 说， 与 其 自行 盆 钞 , 则 不 如 网 如 织 布 要 更 经 济 些 "1。 寺 

家 广 岂 都 网 棉纱 ,造成 了 对 棉纱 需求 的 强劲 ,从 而 使 得 另外 … 

些 不 能 织 布 或 不 能 织 出 好 布 的 农 彤 训 弈 织 布 ， 专 门 势 纱 。 由 

于 明 清 江南 市 场 机 制 运 行 良 好 ， 当 着 棉纱 需求 的 增加 导致 纾 

忻 臣 涨 到 一 定 程 庆 时 ， 或 者 是 棉布 市 妮 竞 争 加 剧 使 得 对 织 布 

水 平 握 出 更 高 要 求 时 ， 就 会 有 更 密 的 农户 退出 织 布 ， 专 事 纺 

纱 。 正 国 如 此 .上 自 万 历时 代 起 ,经常 性 的 地 方 棉纱 交易 就 已 出 

现 于 松江 等 地 ”上 日 品 棉 绷 于 市 "街头 多 卖 木棉 纱 "之 类 的 

可 子 ,也 不 断 见 于 江南 文献 {1。 在 下 面 我 们 还 要 谈 到 ,这 种 情 

训 随 着 地 域 分 工 的 扩大 而 发 展 ， 使 得 荡 与 织 的 分 离 超出 本 村 

[11 徐 新 再 : 《 聊 片 战争 前 中 国 相 和 瓜 织 手工 业 的 商 章 生产 与 资 半 主 只 瑚 芋 亲 题 ?， 

67 呐 .. 

[3231 由 二 二 引 交 ,分 基 出 自 李 缚 立交 云 间 付 如 ?和 闭 -, 以 及 杖 朴 ( 行 枝 记 #[ 收 于 

康 屋 - -上 二 年 4 上 音 具 志 ?》 敬 一 风 众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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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乡 的 范围 ， 在 此 情况 下 ，、 在 专门 共事 纺 比 地 区 的 芒 纱 者 当 

然 更 不 只 是 区 幼 了 : 

这 种 委 与 织 分 离 的 情 次 ， 在 城镇 杭 擅 织 业 中 更 为 明 显 。 

“里 旭 髓 抱 纱 人 市 , 易 木 棉 以 归 , 朋 瑟 复 艳 名 以 出 ,无 项 刻 同 。 

织 者 率 日 成 … 严 , 有 通宵 不 同 者 ”的 已 载 ,广泛 见于 在 明 请 江 

南 地 方 壹 中。 这 里 所 说 的 “里 娼 ". 就 是 城镇 妇女 中 的 过 业 基 

纱 者 ， 此 外 ,我们 还 可 以 看 到 两 个 重要 的 现象 。 第 一 ,在 明代 

江南 史籍 中 ， 城 镇 专业 芒 钞 者 大 多 自 纺 自 志 。 但 是 到 了 清 代 

中 期 , ' 些 地 方 却 出 现 了 专门 的 棉纱 商店 ,例如 在 上 海 ， 棉 纱 

成 纤 ,…… 卷 之 成 饼 , 列 肆 卖 之 ,名 布 经 团 "111。 可 见 纺 处 的 专 

业 化 程度 也 进 :和 步 提高 了 。 第 二 , 碱 镇 专业 的 纺 纱 者 不 仅 为 城 

镇 织 布 者 , 而 且 也 向 农村 织 布 着 供应 棉 引 , 例如 在 上 海 ,“ 城 中 

妇 红 秋 力 芭 钞 , 售 之 乡 氏 "it。 可 见 农村 棉纺 织 业 中 入 . 织 的 分 

离 引 起 棉纱 供应 不 中 ,需要 从 城镇 获得 槐 名 补充 。 

此 之 , 在 明 清 江南 杭 近 织 业 发 过 的 地 区 , 和 请 着 杭 布 纺织 业 

的 发 展 , 切 与 织 的 分 离 是 不 可 避免 的 。 

3. 依照 以 往 的 看 法 ,在 明 清 江南 农村 棉纺 织 业 生产 中 ,出 

六 主要 工序 通常 都 在 同一 农家 内 部 进行 .内 此 劳动 分 工 的 程度 

必定 士 分 低下 。 狼 而 这 里 我 们 所 讨论 的 劳动 分 .[, 指 的 是 较 

为 复杂 的 生产 过 程 各 主要 工序 的 相互 分 离 。 因 此 从 杭 纺 织 业 

生产 中 的 劳动 分 工 问题 来 说 ,项 主要 的 基 纺 与 织 的 分 离 。 至 于 

这 个 分 离 发 生 在 什么 场所 《如 在 一 个 家 许 或 是 一 个 作坊 、 工 场 

万 至 -个 地 区 内 ) .并 不 明 奖 定性 的 。 

明 清 江南 棉 药 织 生 产 确 实 主 要 在 家 许 (特别 足 农 家 }) 内 进 

行 。 但 基 邯 使 是 如 此 , 东 与 织 两 利 工 作 也 有 一 定 分工 。 徐 新 吾 

[11 材 华 : 木 怕 谱 }， 

121 芭 达 宪 樵 革 索 贴 扰 青 砷 记 》, 引 自荐 新 华 : 困 片 战争 前 中 同和 棉 外 名 手 工业 的 境 品 

生产 - 气 查 目 土 六 萌 芽 问 是 .66 页， 

36] 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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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汪 在 小 家 家庭 内 部 的 自然 分 工 . 老 幼 妇 玄 租 于 纺 纱 , 青 壮 妇 

如 家 于 织 布 。 当 过 庭 盆 钞 的 辅助 劳动 力 不 足 时 , 青 壮 妇女 便 需 

请 行 或 部 分 地 自行 纺 钞 。 "Di 农家 老 锚 从 事 纺 钞 ,是 明 清江 南 

棉 色 织 业 的 一 个 重要 特点 。 与 织 布 相 比 ， 纺 钞 对 体力 与 技术 

的 要 求 较 低 ,因此 体力 和 技术 均 较 归 的 老 幼 上 只 能 从 事 纺 纱 , 从 

而 出 更 了 未 永 专 门 从 事 药 纱 这 样 一 种 特殊 形式 的 劳动 分 工 。 

随 着 棉纺 织 业 的 发 展 ， 更 多 的 农家 老 幼 加 人 芒 纱 ， 史 称 

“松江 棉花 布 ， 丰 第 天 下 :， 和 全 耐 志 红 和 颈 针 靖 外 ， 以 布 为 恒 

业 … 和 9 玄 生 五 六 风 . 即 教 以 纺 棉 花 , 十 岁 学 织 布 ,无间 塞 矣 . 

自 幼 习 劳 , 比 尹 ,成 善 操作 " [站 汪 玄 子 七 八 岁 以 上 即 能 入 蔡 ,十 

二 三 网 邯 能 级 布 ”!31。 这 些 都 说 明江 南 家 家 女童 年 二 时 是 伪 

纱 , 到 了 年 长 - 些 时 就 改 去 织 布 了 。 据 近代 对 上 海 郊 区 农村 棉 

纺织 业 的 调查 “农村 老 旭 …… 一 般 只 做 鳃 如 . 播 纤 子 纱 以 及 一 

般 家 务 等 辅 期 劳动 。 青 壮年 妇女 除 纺 纱 外 , 织 布 … 职 全 由 她 们 

担任 。 即 使 男 丁 农闲 时 也 往往 参与 其 事 [ 按 : 即 入 细 ]，……: 乓 

克海 四 部 又 有 “男生 女 织 ' 之 说 "141。 由 此 可 更, 在 委 织 农户 

的 家 庭 内 部 ， 老 动 等 辅助 劳动 力 一 般 都 只 共事 纺 纱 。 换 言 之 ， 

对 于 他 们 来 说 ,其 工作 已 经 专业 化 。 对 于 棋 纺 织 业 生产 中 的 主 

要 劳动 方 农妇 ! 或 徐 新 各 所 说 的 “ 青 壮 妇 女 ”) 来 说 , 呈 然 在 许多 

地 方 她 们 恢 然 未 得 不 嫩 药 又 织 , 但 在 棉 芝 织 业 发 达 的 地 方 , 她 

们 之 间 的 分 工 也 日 益 明 朗 : 一 些 妇 如 只 名 而 不 擅 , 另 一 些 妇 玄 

则 上 只 切 而 不 织 。 因 此 对 于 双方 来 说 ， 委 与 织 的 分 离 也 已 是 事 

实 。 这 种 分 离 ， 可 以 发 生 在 同一 农民 家 庭 之 内 ， 也 可 以 北 生 

[053T 一 明 z1 和 测 下 问 昌 油 曲 内 

[1] 徐 新 吾 杠 凤 片 战争 前 中 国 棉 站 弓手 工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资本 主 关 戎 李宁 古 站 ， 

67 页 。 

[21 加 隆 年 间 篆 .道光 年 间 统 活 的 4 宇 泽 小 志 ? 状 一 风 众 - 

[3] 瑚 会 一 屎 艇 陈 农 商 四 邦 醒 了 , 收 于 《学 朝 烃 志文 编 ? 着 三 上 六 。 

[41 和 究 新 吾 : 江 南 十 太史 ,2zd0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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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林 同 的 农民 家 庭 之 间 ,但 是 这 一 点 对 于 委 与 织 两 道 工序 的 
分 讽 来 说 并 不 重要 。 在 工业 革命 前 夕 英国 的 许多 地 区 ， 棉 荡 
织 业 中 的 芒 与 织 分 工 也 站 要 出 现在 农村 家 庭 的 男女 之 间 ， 即 
纺 主 邓 由 妇女 承担 而 织 则 击 男 子 承担 0]。 而 这 并 未 影响 纺 与 
织 的 分 离 。 困 此 仅 只 依据 纺 、 级 都 在 一 个 家 庭 内 进行 而 断言 
劳动 分 1 不 发 过, 是 不 符合 事实 的 。 

4. 最 后 ,我 们 还 要 指出 : 这 种 纺 与 织 的 分 离 ,不 仅 发 生 在 
一 个 家 庭 内 或 一 个 小 社区 (如 一 个 村 子 态 理 .个 市 镇 ) 的 范围 
内 ,而且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,也 发 生 在 更 天 的 空间 范围 内 。 这 种 
空间 的 扩展 ,显示 纺 与 织 分 离 和 专业 化 达到 了 更 高 的 程度 ， 

纺 与 织 的 地 区 分 工 ， 最 早出 现 于 明代 中 期 。 随 着 松江 棉 
纺织 业 日 益 发 过, 而 纺 纱 上 效 较 低 ,致使 榜 纱 供应 日 显 不 足 。 
于 是 金山 一 带 的 妇女 , 因 “ 织 布 粗 , 不 及 松 人 , 故 纺 木 燃 为 纱 
者 ,市 钱 不 自 织 " [31。 但 是 随 着 松江 棉 织 业 的 不 断 发 展 , 依靠 
附近 的 棉纱 依然 不 能 满足 需要 ,于 是 到 了 明代 后 期 ,出 现 了 从 
嘉兴 府 (特别 是 海盐 县 ) 向 松江 给 出 棉纱 的 情况 , 以 至 当时 流 
行 的 商人 交通 手册 《水 陆路 程 》、《 新 刻 京 本 华 过 风物 商 程 一 
览 } 等 书 中 ,都 提 到 嘉兴 至 松江 水 路 上 的 “棉纺 船 "。 尤 为 值得 
注意 的 是 ,海盐 用 以 纺 纱 的 愧 花 , 又 是 从 松江 输入 。 因 此 形成 
了 一个 将 松江 棉花 运 到 海盐 纺 为 机 纱 、 然 后 上 调运 回 松 江 织 为 
布 的 现象 [1]。 到 了 清 代 , 这 种 从 外 地 输 人 棉纱 的 记载 更 为 党 
见 。 例 如 在 嘉庆 时 代 的 太仓 ,妇女 弹 捍 [木棉 ] 作 条 纺 之 , 松 
江 织 户 威 来 采 贩 "4 。 而 在 道光 时 期 的 南京 , 甘 狗 遍 为 帮助 解 

11] Waine Berg :TITRe 和 Se De 7 一 且 2 有 :机 RE 有 本 TO 

Brmtain ,144 一 1c9 页 。 

[21 正德 《金山 卫 志 # 下 卷 二 克 人 。 

[3j 村 伯 醒 屎 水 转 坟 和 芒 车 及 其 寺 史 命 运 一 一 萌 论 明生 中 国 何以 未 能 居 生 工业 草 疹 ?。 

14] 庆 乓 4& 志 位 州 志 》 准 十 七 风土 让 物产 。 

3 一 有 

一 至 辣 册 -mm 二 三 二 

mm 山 坟 上 亨 个 进 本 局 敬 装 满 乔 站 台 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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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sz1) 肖 水 荐 各 站 部 示 缘 吕 

1 0 

决 本 地 “下 岗 " 剪 绒 织 工 的 * 上 再 就 业 " 问题, 大力 提 倡 棉 织 业 ， 

但 本 地 所 产 愧 花 趟 宜 纺 纱 ,所 以 " 织 布 所 用 槐 红 , 必 得 尝 明 . 通 

州 所 产 者 , 缚 理 蜂 络 .绵绵 不 断 ”. 故 "“ 望 有 力 者 赴 尝 明 .通州 活 

处 三 为 采 头 "1!11。 周 庄 镇 农家 "妇女 以 木棉 花 去 其 核 , 弹 作 课 ， 

卷 为 棉 条 而 纺 之 。 复 束 成 丝 ,以 易于 市 , 壮 竹 载 至 浙江 矶 石 钵 

山 售 ”121。 至 于 在 较 小 的 地 理 范围 内 异地 输入 棉 缘 的 情况 !31， 

型 可 能 更 车 遍 。 这 些 都 表明 纺 与 织 的 分 离 ， 已 经 不 止 限于 本 

地 。 因 此 那 种 试 为 明 清 (特别 是 清 代 中 期 1 江南 民 纺 织 业 上 发 达 

地 区 的 纺 与 织 仍 然 很 少 分 离 的 看 法 ,是 不 符合 事实 的 。 

二 生产 的 专业 化 

此 处 所 说 的 生产 专业 化 ,有 两 层 意思 . 其 一 是 指 攀 纺 织 

业 脱 离 农家 副业 的 地 位 ， 成 为 一 种 与 泰 业 完全 分 离 的 独立 

的 生产 活动 。 其 二 则 是 指 由 于 棉纺 织 业 中 分 工 的 发 展 ， 靳 

与 织 分 离开 来 ,各自 成 为 独立 的 生产 活动 。 在 前 一 方面 ,我 

马 有 专门 的 赋 究 [41.， 为 了 避免 重复 ,将 有 关内 雁 作 -- 简 述 ， 

不 再 作 详 细 论 述 。 在 后 一 方面 ， 则 将 针对 棉 和 药 织 生产 的 主 

一 一 农妇 一 一 的 情况 ,看 看 是 再 有 这 样 的 专业 化 趋势 。 最 

后 ， 我 们 还 要 看 看 明 清 江南 棉纺 织 业 中 生产 组 织 的 变化 对 

于 雪 业 化 的 影 哺 。 

Li1] 甘 让 葡 白 下 形 言 $。 

「2] “光线 k 同 庄 铺 志 ?和 杖 : 笔 产 。 

13] “例如 光 靖 二 襄 定 县 志 y 齿 作 土产 铬 ;有 布 经 以 概 细 棉 夫 上 和 白 时 排 成 , 男 靖 如 饼 . 

盘 攻 长 一 十 灶 ,， 和 东北 区 作者 于 溉 ,以 骨 南 绢 , 织 剧 线 布 -“ 

4] 李 析 重 : 从 "天 妇 并 作 " 到”* 男 圭 去 纪 " 一 一 明 靖 证 南 农家 妇 姆 劳动 问题 探讨 

之 -富田 耕 玄 强 " 与 “ 妇 雄 半 进 夫 " 前 色 的 形成 - 了 明 靖江 南 农家 妇 玄 劳动 

辣 损 探讨 之 二 入 均 已 收入 本 书 ) 



(一 ) 杭 纺织 业 脱 离 农 业 

按照 一 般 的 看 法 ，“ 男 耕 女 织 ” .月 南 而 然 ， 由 于 农业 是 农 

村 最 重要 的 产业 ,男子 又 是 农家 最 主要 的 劳动 万, 因此 由 妇女 

靶 折 的 纺织 日 然 只 是 一 种 处 于 附属 地 位 的 生产 活动 。 换 吝 

之 ,相对 于 作为 主 业 的 “ 男 耕 "而 言 ， 女 织 " 只 是 一 种 副业 。 

然而 在 江南 .“ 男 耕 妇 织 ” 只 十 一 种 自明 代 后 期 以 来 才 充 

分 发 展 并 普及 的 农家 男女 劳动 分 工 模式 。 在 此 以 前 ， 上 古 主 导 

地 位 的 是 “去 妇 并 作 ”" 的 劳动 方式 . 即 农家 男女 共同 寿 作 ,也 小 

司 药 织 。 在 明代 前 中 期 的 江南 ， 男 子 在 农家 切 组 业 生 产 中 点 

有 重 装 的 地 位 ,特别 是 在 技术 奢求 较 禹 的 织 布 工作 中 :更 是 如 

此 。 豆 靖 & 臣 山 县 志 》 卷 一 风俗 说 :至 于 麻 缕 机 织 之 事 , 则 男 

于 圳 习 , 妇 人 或 不 如 也 “这 里 的 “ 麻 继 机 名 "四 举 ,虽然 字面 

上 说 的 是 请 织 , 但 我 们 认为 这 是 和 纺织 业 (特别 棉 药 织 业 ) 的 代 

称 111。 到 了 明代 后 期 ,即使 在 棉 护 织 业 最 上 发达 的 地 方 如 浓 铬 、 

上 海 等 地 , 尹 子 从 事 杭 伪 织 业 仍 然 相 当 普 遍 。 例如 在 常 训 , 农 

民 ”农事 尽力 ,于 耕 院 则 男女 纺 绩 ,无 游 手 廊 之 习 “上 。 而 在 

上 海 , 据 大 月 末年 在 上 次 .嘉定 … 带 传教 的 葡萄 下 传教 士 曾 德 

临 《Padrms Alvaro Semedoy 所 记 , 当时 上 海 县 城 及 缉 区 有 织 布 机 

达 2 万 台 之 客 :1。 而 与 重 氏 同时 的 意大利 传教 士 利 坦 赛 

《Mathew Ricei) 也 说 此 时 上 海 县 城 和 部 区 的 人 口 共 有 30 余 万， 

[1 因 改 到 了 嘉靖 时 代 , 攻 是 已 至 是 产 南 可 绮 织 烛 发 达 的 地 区 立 -其 且 刻 业 的 

规模 时 已 不 能 与 棉 荡 如 业 相 比 :每 镀 业 也 不 发 达 。 国 此 在 这 盘 广 字 中 ,入 姜 机 

级 之 事 , 庶 为 芒 翰 业 { 特 别 棉 久 织 业 ) 之 全称: 

[2] 尝 相 ! 囊 熟 具 志 4 交 册 倍 - 

131 机 帆 年 生 :由 同 经 尝 史 研 亦 # ,775 页 - 

册 撒 用 起 涧 下属 站 水 鞭 到 症 租 号 
-了 rm- 

品 忆 到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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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Ssz1) 由 渡 帅 副 症 部 囊 缆 霄 

【0OsgT 

其 中 织 布 上 上 人 达 20 万 I11。 换 吉之, 上海 城乡 每 二 个 人 中 就 有 

织 工 丙 人 ,每 人 拘 作 织 机 -部 。 角 兵 ( 以 及 利 民 ) 所 言 数 学 , 西 

晤 好 年 认为 可 能 少 所 夸大 121。 不 过 从 另外 的 记载 来 看 ， 如 采 

这 些 上 人口 数字 是 指 成 年 男 玄 的 数量 的 话 ， 那 么 似 平 还 是 相对 

可 信 的 031。 据 此 , 若是 当时 王 海 的 每 个 家 许 有 成 年 劳动 者 > 

人 ;那么 这 两 个 劳动 力 都 各 操作 一 部 织 机 织 布 。 在 此 情况 下 ， 

盎 子 从 事 织 布 ， 基 言 以 织 布 为 证 业 ， 是 必然 的 。 无 怪 平 剖 上 站 

《上 海 县 志 》 卷 一 风俗 说 “镇 市 男 了 亦 晓 女 红 ”而 此 处 所 说 的 

“ 女 红 ” ,就 是 织 布 。 市 镇 上 的 男 了 组 布 , 农 家 男子 也 不 例外 . 

因此 万 历时 的 江南 名 士 田 蕊 短 在 一 则 题 为 * 男 织女 耕 " 的 笔记 

里 , 写 下 了 以 下 一 很 重要 的 话 :元 仓 子 日 :男子 不 织 而 衣 ， 

妇 人 不 耕 而 售 , 男女 贸 功 , 相 资 为 业 "。 王 至 十 立 制 也 。 今 立 

世 , 男 子 织 侨 ,而 反 不 得 衣 ; 妇 人 耕 侨 ,而 反 不 得 食 。 ”4| 

这 种 情况 到 了 清 绕 发 后 了 重大 改变 。 农 家 妇 立 和 训 退 出 

农耕 而 专 力 于 榜 药 织 ， 而 农家 男子 也 退出 展 荔 织 而 专 力 于 农 

硅 。 因 尼 关 于 清 代 前 中 期 江南 农家 田子 以 事 和 盆 织 的 记 惰 虽 然 

也 还 有 5 ,但 己 较 少见 ,而 且 才 为 证 泛 之 言 , 不 能 使 人 了 解 到 

具体 情况 。 这 个 现象 ,恰恰 说 明 只 有 到 了 此 时 .棉纺 织 业 才 真 

[1] 利 玛 塞 与 使 忆 阅 六 利 否 赛 中 国 村 只 》 ,597 页 。 

[ 红 西 响 宁 牛 区 中 国 轻 济 中 研究 》,775 页。 

[3] 利 如 , 据 丝 和 《证 林 杂 组 》, 陪 康 坟 年 上 海 全 县 在 精 男 好 总 整 为 19 万 冰 人 ( 夯 

157533 人 . 妇 34425 人 人 )。 负 果 万 年 妇 志 的 实际 人 冰 亦 会 月 子 在 称 数 .那么 成 年 

男 妇 总 监 音 计 为 30 祭 万 ,与 利 碟 所 诗 --: 煞 。 吕 , 别 据 上 要 & 蓝 茧 这 森 黄 冉 钙 让 , 厅 

历时 的 上 海 “ 异 小 荔 州 " ,前 页 立 人 者 移 于 名 中 者 ,后 虚数 十 情人 人" 困 尼 , 评 管 当 

时 上 于海 的 实际 大 中 圾 很 串 能 去 去 超过 30 祭 如 ， 械 是 如 时 除 后 为 琢 闲 区 的 外 地 

南大 后 ,村 地 万 年 点 口 可 能 记 就 其 2 全 万 . 

[4] “ 示 衣 日 杞 3? 黎 二 “ 男 组 玄 耕 " 款 - 

JI51 例如 机 朵 穆 说 道光 时 和 伐 的 菏 , 极 两 府 的 府 过 地 志 ，“ 男 妇 抹 织 为 重用 十 局 五 六 ” 

太 条 冯 忠 公 或 书 加 江苏 误 篇 "着 一 《江苏 关上 耳 如 缚 由 和 车 收 情形 片 $) "不 过 这 此 

的 概述 过 于 简略 ,和 视 难 涪 明 农家 男 京 在 颖 训 生 产 中 到 由 各 自 闲 担 什么 具 蛋 工 

古 同 战 震 挥 事 坟 作 上 肝 等 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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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为 妇女 所 专 。 

在 产品 主要 为 满足 自家 消费 的 时 代 , 农家 株 芝 织 业 生 产 

可 以 由 天 于 练 的 人 手 进行 .但 是 在 生产 主要 是 为 出 此 而 市 场 

鄞 委 又 二 分 强烈 的 时 候 , 这 样 就 不 行 了 了。 因此 要 又 忌 又 好 地 

纺织 ,就 希 要 较 高 的 技艺 。 为 了 获得 这 种 技艺 , 惟 - -的 办 法 是 

进行 培训 。 而 明 清 【特别 是 清 代 ) 江南 棉纺 织 生 产 技艺 沟 培 

直 j 往 往 需要 从 少 年 时 代 开 始 ,而 且 要 花费 几 年 的 时 光 。 前 面 

曾 引用 清 代 文献 说 松江 “ 生 女 上 六 岁 即 教 凡 盆 棉花， 十 岁 学 

名 和布 ， 呈 说 “辫子 七 上风 局 上 即 能 和 芝 可， 二 一 三 窑 即 能 如 

布 "。 可 见 学 会 熟 短 地 纺 纱 或 织 布 都 各 需 二 三 年 时 光 。 与 

此 格 成 ， 在 明代 江南 棉 芒 织 业 { 特 别 是 织 布 业 ) 中 ,男子 兽 色 

号 有 重要 位 置 111。 但 到 了 清 代 , 申 于 勇 子 已 不 髓 主要 从 事权 

纺织 地， 所 有 党 培训 远 不 及 好 让 ， 国 此 硒 动 技能 也 远 进 于 好 

女 。 作为 类 熟 练 劳 动力 , 只 能 从 事 劳 动 技能 相对 较 低 的 编钟 

上 人 ， 吕 称 嘉 庆 时 期 松江 一 带 的 农 天 在 农闲 时 节 .“ 妆 纺 木 

棉 ;, 世 助 女工 ”0 原因 就 在 于 此 。 过 去 许 雪 学 者 认为 棉 纺 织 

籽 生 产 技 艺 简单 ,无论 男女 车 仙 ,也 无 论 经 过 嫉 训 和 与 否 ., 人 人 

多 可 从 事 之 。 事 实证 明 这 种 看 法 是 不 符合 忠实 的 , 因为 到 了 

清 代 , 江南 棋 芭 织 业 生产 已 是 :种 需要 和 经 过 较 长 期 培训 方 能 

胜任 的 工作 了 。 

瑞 系 ,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这 种 专业 化 达到 了 什么 程度 呢 9 这 

星 我 们 以 稿 盘 织 业 最 发 达 的 松江 为 便 来 看 一 看 。 

按照 徐 新 吾 的 估计 ，1760 年 松江 农妇 -- 年 从 事 芒 织 的 时 

间 多 达 265 目 , 比 全 国平 均 日 数 高 出 1 悦 , 比 江苏 . 阅 广 则 高 

出 50 名 。 共 近代 的 调查 来 看 ,江南 安村 妇 玄 -- 年 以 事 棉 纺织 

11I] 在 : 些 地 方 , 胃 季 在 织 布 上 作 中 的 必用 直至 陛 妇 如 述 重要 ， 见 后 立 ， 

[21 带 庆 4& 珠 四 小 志和 冤 二 风 恪 。 

mm 一 

革 并 诺 芷 击 全 司 丫 于 著 寻 闫 谴 加 

367 委 



8 一 性 洒 肌 到 辣 放 涵 荡 瑞 

业 的 天 数 ， 至 条 为 200 日 谨 右 111。 就 全 同 而 言 ， 即 使 是 在 

1957 一 1959 年 的 “人 民 公 社 化 " 和 “大牙 进 "运动 期 间 , 胡 村 妇 

女 一 和 牛 劳 动 大 数 平 均 也 大 约 只 有 250 日 左右 !4。 我 们 斯 道 

1957 一 1959 年 是 一 个 非常 特 吻 的 时 期 ， 农 村 妇女 参加 生产 劳 

动 的 人 大 数 与 天 数 之 雪 ,在 中 国 频 史上 无 有 其 匹 . 因此 这 个 250 

日 的 年 劳 动 日 数 ， 斌 视 为 表 村 妇女 能 够 其 事 牛 产 过 动 的 荔 吉 

口 数 之 上 限 。 清 伐 中 期 松江 农妇 从 事 丹 芒 织 业 劳 动 的 日 数 多 

达 265 口 ， 已 超过 达到 这 个 上 限 。 不 仅 如 此 ， 松 江 农 妇 在 这 

265 个 劳动 日 中 ， 每 天 半 均 上 作 12 个 小 和 时 司 ， 肯 定 也 超过 

1957 一 1959 年 全 国 农村 妇女 每 个 劳动 日 半 均 工作 时 间 : 换 襄 

之 ,从 全 年 来 看 ,松江 农妇 每 周 人 失事 纺织 工作 的 时 间 , 已 多 达 6 

个 小 时 以 上 。 些 外， 为 各 证 和 织 生产 的 进行 ， 她 们 篆 第 偿 时 

花费 相当 的 时 间 从 事 枫 、 纱 、 布 的 交易 [4 。 对 于 还 有 家 务 机 

操持 的 农家 妇 雪 来 说 ， 这 265 个 势 织 劳动 日 可 以 说 已 经 达到 

f11 据 调 青 ，19 世纪 未 叶 常 农 家 锋 布 机 短 音 平均 每 月 工作 -13 一 二 天 【在 时 让 

布 , 仿 站 由 家 内 精 助 劳动 发 夭 抽 ] ,一 年 共 1679 天 - 加 捧 纪 初期 江阴 农村 全 癌 

如 机 灾 际 上 -- 天 可 如 1 瑟 。 -年 共 织 布 170 匹 1 千 机 平均 每 15 大 织 市 垢 号 ， 

人 相 不 旺 每 天 工作 ), 即 每 年 工作 170 夫 。 而 在 20 尾 红 补 朋 的 上 流 部 区 个 家 

妇 插 天 织 布 1 匹 ， -年 线 布 200 瑟 堪 布 ， 亦 即 每 笔 开 作 2 天 【 以 上 多 称 新 

辣 : 吉 中 国 干 布 出 $,53 .242--243 .472.505.553 页 ) > 

[2 高 小 贤达 中 同 现 伐 化 与 泰 村 妇 玄 地 信 变 迁 冲 。 

fs1 此 据 窗 大 童 佑 坟 。 友 称 新 香 扩 中 国土 布 中 ,32132165 于 ， 

Laj 在 松江 府 . 农 家 每 习 到 市 入 上 进行 棉 . 钾 立 易 是 党 此 的 现 繁 。 例 如 在 清 代 中 期 

的 和 泽 秆 ,农家 妇女 持 外 或 布 则 镇 上 的 花 布 细 正 .“ 布 戌 持 届 昂 亿 ,或 即 忆 挤 

易 印 . 展 转 相生 "! 道 尖 # 金 泽 小 志 $ 卷 - :风俗 }; 而 在 周 目 ,农家 “" 妇 站 以 木棉 兹 

去 其 核 , 蝉 作 馈 ,和 痊 为 棉 条 而 芒 之 , 复 果 成 娇 , 以 晤 寺 市 “( 基 铺 这 册 庄 镇 志 了 和夫 

-物产 ;。 印 快 是 - 般 自 己 种 帆 . 纺 撑 . 强 布 的 农家 ,也 霸 覃 经 常 { 基 全 香 天 } 去 

市 镇 变 录 . 布 - 如 屹 隆 X 续 外 同志 $ 兰 一 风 懈 并 : 夜 济 " 南 儿 泵 布 者 昨 以 黎明 ， 

少 过 * 早 市 早 回 " ,为 的 是 "上 嫩 充 :日 之 用 .及 不 精 :日 之 孙 ” 但 实际 上 上 记 些 时 

间 厚 但 是 可 丹 于 策 乌 的 . 何况 在 和 劳动 日 的 计算 方 页 ,我们 采用 的 还 德 新 百 之 

说 : 且 生 日 荣 动 12 个 小 时 .。 存 这 样 的 博 议 下 ,去 市 场 变 录 . 丰 肯定 到 占 用 全 红 

黄 动 的 对 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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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限 了 - 因此 农家 好 如 之 十 檐 纺织, 可 谓 已 伴 国 以 赴 , 已 元 全 

脱 敲 农 作 。 

江南 农妇 越 米 越 专 力 于 药 级 业 。 这 不 仅 使 得 她 们 的 工作 

技能 和 熟练 程度 有 相 永 的 提高 ， 丙 且 也 使 得 果 面 泪 到 的 栅 切 

织 业 中 新 工具 .新 分 工 形 式 得 到 更 善 般 的 运用 。 

(二 ) 农 妇 劳 动向 织 布 集 中 

在 棉纺 织 业 生产 逐渐 为 妇 立 所 专 的 过 程 中 ， 主 机 的 纺 缉 

和 劳动力 一 一 农妇 一 一 的 工作 也 有 疡 集中 到 技能 要 求 最 高 的 工 

序 组 布 一 上。 销 廊 喜 秆 人 下 上 星 & 林 机 许 说 有 田 去 珍 莉 

计 傣 珍 ， 包 旭 呼 儿 亲 手 摘 。 归 求索 卖 价 苦 贱 ,上 百 计 经 营 供 妈 

织 . “这 种 ”让 计 经 营 供 妇 织 ,表明 农妇 织 布 是 宜家 棉纺 织 

业 生 产 的 中 心 ,全 家 都 是 为 了 农妇 织 布 服务 -。 

如 前 所 述 ， 在 明 清 江南 棉 项 织 亚 中， 形成 了 老 幼 专门 从 

事 委 录 这样 一 种 特殊 形式 的 分 工 与 专业 化 。 此 外 ， 家 去 在 农 

出 时 节 ， 也 “ 碌 贡 椒 棉 ， 以 助 妆 工 ”。 和 然 纺 并 非 只 由 老 

幼 及 农夫 各 担 ， 介 是 由 于 他 们 越 来 下 多 地 人 参加 芒 纤 工作 ， 人 恒 

香农 妇 可 以 把 更 才 的 时 间 用 寺 织 布 121。 绢 布 芭 一 种 和 劳动 生 

产 率 更 向 的 工作 ， 农 妇 能 够 集中 力量 从 事 织 布 ， 央 而 担 毅 了 

其 具 动 生产 学 。 

由 上 述 分 析 可 匈 , 铺 代 讶 南 棉 委 织 业 , 怨 非 如 过 去 所 认为 

的 那样 是 一 种 上 分 “落后 “原始 ”的 农民 家 三 内 部 的 自然 分 

工 。 相 反 ,由 于 各 种 和 劳动力 都 去 碌 抽 最 适合 于 月 已 的 工作 , 迪 

一 一 一- -一 

[1 收 才 吾 隘 癌 定 基 志 3 从 二 荣 二 。 

「z21 否则 ,有 即 彤 吴 重 明 所 说 , “着 把 于 劳动 广 用 去 锁 名 , 稚 来 识 布 电 ? 起 泪 明 :站 独 

凤 玫 于 棉 纺 包 业 为 作用 长 期 停 角 在 家 庭 于 工业 航 邱 ?和 ) 

369 时 

如 并 用 直 晶 才 计 车 和 著 志 甩 通 品 



(US 和 1 

-SELL 沿 济 乔 台 站 骨 水 消 颈 

此 应 当 说 这 是 -种 在 当时 技术 条 件 下 最 为 人 台 理 的 劳动 分 I.。 

其 中 , 织 布 工 作为 农妇 所 专 ,而 且 农 妇 贞 动 世 越 来 越 集 中 到 织 

布 工作 上 ,表现 了 织 布 工作 的 专 炎 化 径 度 有 上 是 大 提高 。 

四 “棉纺 织 业 劳动 生产 率 与 农业 劳动 生产 

率 的 比较 

许多 学 普 认 为 明 清 江南 棉纺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不 仅 极 端 

低下 《 比 农业 中 的 劳 惑 生产率 还 要 低 ) f, 而且 在 几 个 地 纪 中 

-~ 直 个 带 不 前 。 其 主要 原因 有 二 :第 -, 这 些 学 者 所 斌 究 的 ， 

主要 是 18 世纪 中 期 以 后 的 江南 农村 棉纺 织 业 , 介 所 得 出 的 结 

沦 却 被 扩大 到 了 整个 明 清 时 期 ;第 一 ,江南 农村 枫 纺 织 业 后 产 

主要 由 妇女 沾 捧 ， 而 大 田 农 作 则 上 由 影子 举 相 。 但 是 上 述 学 着 

在 研究 农村 棉纺 织 业 生产 的 劳动 生产 率 时 ， 总 是 用 男 插 从事 

大 时 农 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作 为 比较 的 标准 。 但 是 如 果 仔 细 地 

看 .这 两 种 理由 都 不 能 成 立 。 

(一 ) 棉 纺织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

众所周知 ，19 世纪 中 期 以 后 是 江南 农村 棉纺 织 业 的 剖 落 

阶 既 - 利 新 兴 的 机 器 纺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相 比 ， 农 村 棉纺 织 

手 蕊 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自 然 低 得 和 案 。 但 是 在 19 世纪 之 前 , 情 

泡 并 不 如 此 - 

TI 这 醒 状 法 集中 华 现 条 Philib Huan 训 了 ie Jarzami Forpgr mL 晤 rp 有 epefeghem 

ie angEE Deltm， 7350 一 19858 --- 书 中 .再 的 观点 .多 以 一 些 中 国学 者 溉 于 由 鳃 

如 业 的 区 就 和 上 庆 率 的 研究 为 基山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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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 ,前 壕 英 国 机 织 布 营 生 不 过 订 南 手 织 布 的 事实 ,已 表 

朋 江 南 棉 和 劳 织 业 中 和 劳动 生产 率 和 极端 怀 下 之 说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。 

正 因 为 江南 农妇 芒 织 劳动 生 户 : 率 并 不 从 ， 所 以 纺织 劳动 所 得 

也 不 像 一 些 学 者 所 想像 的 那样 微 淼 。 按照 我 的 计算 10, 在 铺 

代 半 中 期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， 江 南 农妇 棉纺 织 的 劳动 日 收入 大 芍 

相当 于 民工 平 殉 篆 动 日 收入 的 70 驼 。 如 昌 -个 家 旭 - 和 车 从 事 

纺织 130 口 ,那么 她 的 净 收 人 合 3.6 石 米 ,已 够 她 本 人 -年 的 

过 粮 ; 如 果 她 一 年 熏 织 265 日 , 著 么 奖 收 人 为 了 .4 石 米 , 够 两 

个 大 了 吃 - 一 年 ; 旭 果 她 像 农 业 中 长 工 那 样 -- 年 工作 360 日 上 , 刚 

洽 收 入 为 10.1 石 米 , 够 2.7 个 大 隆 :年 。 因 此 农妇 从 事 棉 药 

级 牛 产 ,养活 自己 全 然 没 有 问题 。 如 果 工 作 特 别 站 勤 ,除了 自 

凡 再 养活 1 一 2 入 也 是 例 乔 到 的 。 蓝 隆 时 逢 会 -说 : 在 江南 ， 

“1 药 组 | 一 人 之 经 营 , 尽 是 刁 供 一 信之 用 度 而 有 余 ” 131。 庄 有 

荔 则 说 :江南 苏 . 松 . 常 . 太 四 府 州 ,户口 妥 先 , 甲 于 通 省 。 估 

和 榈 地 军 , 糙 考 所 蓝 无 密 ， 唯 元 家 勤 纺 织 . 一 人 一 日 之 力 , 其 能 

者 可 食 一 人 ,次 亦 可 食 二 人 。 "441 事实 上 ,如果 斋 价 不 亦 低 的 

语 .… -个 家 虽 的 纺织 收入 .往往 不 少 于 一 个 长 工 的 收入 051。 而 

纺织 瓜 能 较 珊 的 农妇 ,通过 芷 勒 的 芝 动 ,不 促 吕 以 养活 她 的 家 

人 :而且 还 能 支持 闻 孙 读书 求学 ,在 某 些 情况 下 其 至 还 可 以 发 

[1 见 李 伯 重 : 久 秃 耕 训 中 "与 "半边 具 " 萌 色 的 形成 3。 

[2] 醋 照 明和 清江 南 的 习惯 .农村 中 长 T 年 下 作 以 360 日 计 5 岂 地 伯 重 : 人 上 耕 雯 

令 "与 “ 寻 艳 半边天 "角色 的 末 戌 ?。 

13] 再 会 一 东 艇 陈 农 商 由 务 朴 》。 

[4] 芝 宫 中 悄 ? 南 隆 朝 奔 折 ,第 5 糙 ， 

15] 启 妍 工 家 范 指 出 :在 时 未 消 初 的 嘉兴 ,一 个 表 村 织 科 如 果 : :年 工作 360 日 ,其 

收入 的 因 14 一 1 两 绿 于 , 比 :个 -年 工作 360 日 的 长 工 所 得 商 出 9 芝 1 工 宁 

范 :f 明 请 江南 消费 记 气 与 消费 结构 摘 述 ?]。 此 外 ,太行 和 开 建 云 电 试 为 在 了 

此 纪 衬 前 ,江南 央 村 纺 名 业 的 劳动 疏 益 相当 商 (! 方 行 ;《 论 党 伐 前 期 棉 芒 织 的 

社会 他 工 3 ,出 内 五 交战 可 纺 电 业 看 清 伐 前 期 江南 小 表 经 说 的 变化 ?)。 

37] 

册 飞 谋 址 进 琶 导 苔 如 芭 辣 吉 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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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H 一 oz 册 洲 此 种 疾 间 下 荡 巾 

守 致 高 (09。 

正大 因为 委 织 的 收 人 不 低 , 所 以 在 江南 的 一 些 地 方 , 男 子 

反而 依靠 妇女 生活 。 史 称 清 代 上 海 “ 民 间 子 和 多 好 六 症 , 不 事 

生 业 ,其 女子 独 蔓 昔 织 纤 , 夭 灯火 ,至 达旦 不 休 , 欠 昌 生 资 , 率 

多 村 织 作 "家 眼 之 时 ,所 出 布匹 ,日 以 万 计 , 游 手 之 徒 , 有 次 

妇女 养生 者 "和 众多 六 手 , 夭 妇 工 荷 活 " [31。 因 此 把 农妇 药 织 

劳动 的 收 人 说 成 只 是 能 损 强 维持 把 个 人 的 生活 ， 是 不 符合 事 

实 的 。 

其 次 , 明 清 江南 槐 药 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也 饮 非 停放 不 

前 。 内 于 技术 进步 .分 工 与 专业 化 加 强 等 因素 , 明 清 江南 榜 

纺 织 业 中 劳动 生产 率 确 有 相当 的 提高 - 其 中 仅 只 是 技术 进 

步 所 导致 的 劳动 生产 雍 的 提高 一 项 ,就 鸽 牛 产 一 匹 布 所 项 

的 劳动 恒 ， 直 明代 的 ?了 个 减少 到 清 代 康 辕 以 后 的 6 个 ， 即 

减少 了 上 日 131. 清 代 中 期 松江 农户-- 年 生产 权 布 66 匹 ,每 

匹 关 1 个 菏 动 日 , 疮 共 可 节 后 个 劳动 日 - 用 市 约 丰 来 

的 这 抵 个 劳动 日 ,又 可 生产 11 布 , 即 增加 上 产量 176。 而 

这 还 是 以 使 用 单 锭 纺 车 为 基础 作出 的 估计 [41。 着 用 多 锭 

委 车 , 风 提 高 幅 诬 更 大 -此 外 ,由 于 分 工 与 专业 化 的 加 强 所 

导致 的 劳动 生产 率 提 高 , 昌 然 难以 计算 , 但 也 肯定 是 存在 

的 151， 

11] 工 衣 苑 :明和 清江 南 消 费 驳 气 与 诈 费 结 裙 描述 3。 

121 二 由 & 上 了 租 呈 上 3 吕 凋 中 绅 谋 ;加 了 《 上 海 县 志 ? 状 :风俗 : 际 爹 针 《 检 开 天 

骸 $ . 

[31 和 苦 新 疹 :YF 南 上 上 布 忠 #,51 虎 。 

[41 同上 .51.53 页 。 

15 引 谭 如 民 蒜 期 认为 : 灿 赌 时 厢 定 " 匹 去 丐 旭 , 五 中 之 齐 ,日 名- 匹 , 启 鲍 白文 ,是 

“两 个 虐 年 竺 动力 加 上 上 .二 个 老 拐 劳动 为 , 也 是 具 槐 到 布 , 日 出 一 号 . 由 十 有 卫 

二 人 必 ,所 需 总 工作 日 由 了 让 本 为 十 "【 许 旗 新 与 外 表明 主编 :中 国资 本 主 立 

的 朝 芽 $ ,39%0 站， 即 于 人 月 比 明代 配 区 了 两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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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棉 纺织 业 与 农业 劳动 生产 率 的 比 就 

尽管 江南 农村 棉 荔 织 业 生产 证 训 由 妇 雪 承 担 ， 但 是 许 索 

学 者 在 研究 农村 棉 芭 织 业 生 产 的 劳 吉 生产 率 时 ， 总 是 用 男子 

从 事 天 团 农 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作 为 比 的 标准 。 而 在 分 析 男 子 

从事 大 田 农 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时 ， 又 主要 以 短工 日 工资 为 基 

础 这 种 比较 的 结果 ， 必定 是 妇女 从 事 盆 织 亚 生产 的 芳 动 生 

产 率 很 低 。 

但 是 这 种 作法 颇 成 问题 。 首 先 . 我 们 梭 措 出 的 是 ,以 农夫 

从 事 大 困 农 作 的 劳动 日 生产 率 为 标准 来 判断 农妇 从 事 纺 织 的 

劳动 半生 产 率 ,是 - -种 很 不 恰当 的 办 法 。 即 使 就 农夫 而 言 , 短 

工 的 日 平均 工资 就 大大 高 于 长 工 的 日 平均 工资 01。 其 原因 很 

简单 :短工 有 是 季节 性 工作 , 仅 在 农忙 时 劳作 。 在 农 症 时 这 些 短 

工 虽 无 农活 可 做 ， 但 仍然 要 吃饭 穿 胡 。 因 此 他 们 在 农忙 时 所 

得 的 工资 ， 实 际 也 包 插 了 一 部 分 农 朵 无 许可 二 时 的 生 话 开 

支 。 农 妇 苇 织 不 是 季节 性 工作 ， 每 天 的 收入 并 不 包含 上 述 认 

窜 ,因此 农妇 药 织 低 于 家 去 短工 日 工资 是 必然 的 ,正如 农夫 的 

长 工 劳 动 日 工资 也 大 大 低 于 短工 劳动 日 工资 一 伴 。 由 于 这 两 

种 收入 性 质 不 同 ， 所 以 进行 这 种 比较 是 没有 实际 意义 的 。 正 

确 的 比较 ， 应 当 是 以 同一 对 象 或 同 种 生产 活动 作为 出 发 点 所 

作 的 比较 。 困 此 我 们 应 当 进 行 的 比较 ， 要 人 么 是 田子 和 妇女 都 

锥 事 纺 织 业 (或 者 都 从 事 大 田 农 作 ) 时 的 劳动 咎 产 率 的 比较 ， 

要 么 妇女 从 事 棉 纺 织 业 与 人 失事 大 田 农 作 的 比较 。 如 未 我 们 进 

Fii 要 爹 主 :《 明 靖 时 代 农 业 中 等 级 狂 鹿 佣 劳 动向 非 等 钴 性 雇 儿 劳 动 的 过 训 y: 郑 

志 章 试 明 清江 南 炭 业 谭 二 蜗 营 的 利润 问题 y。 

册 趟 许 名 灯 于 友和 冶 芭 芳 看 站 驯 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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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fr 1 骨 洒 前 乔 站 部 还 弗 霄 

1 性 s1 

行 的 旦 这 两 类 比较 ， 那么 我 们 即 可 看 到 灵 ! 女 从 事 往 芭 织 业 的 

和 荔 动 生产 率 并 不 低 。 

由 于 体 方 较 弱 ， 农 家 妇 刀 在 劳动 强度 很 大 的 大 田 农 针 

中 .省 然 直 能 与 男 季 相 比 - 在 大田 农 作 中 ,整地 等 最 重 的 农 哲 

必须 由 盎 子 头 拍 , 特别 是 在 稻 考 复种 制 下 , 夏秋 两 个 “双抢 ” 

(抢收 抢种 ) 时 季 , 剧 力 消耗 颖 大 ,更 非 以 男子 作为 主 昌 劳动 

力 不 可 . 因此 , 尽管 许 象 学 者 坚 持 庆 为 明 清 江南 妇女 之 转 癌 

芒 织 二 是 出 于 “大 口 过 剩 ” 严 重 、 农 业 劳 动 动 际 收 和 人 钢 减 所 

致 ,但 事实 芭 基 请 代 江 南 农业 由 短工 劳动 的 运用 比 明 代 后 吉 

更 为 广 弃 ,同时 短工 工资 不 断 上升 。 虫 称 “ 天 农 治 田力 稿 , 洪 

耕 好 馈 , 夕 不 眼 给 , 展 倩 单 了 ,以 训 其 事 "11。 即 农妇 上 只 为 农夫 

村 饭 而 不 下 峙 劳动 ， 而 同时 农民 却 允 要 雇 短 工 范 助 大 田家 

作为 什么 农民 不 让 自家 者 子 上 下 劳动 从 而 非 要 和 雇 香 工 呢 。 

我 认为 主要 原 四 , 就 是 好 女 酝 农 亿 时节 的 天 田 农 作 中 劳动 生 

产 潍 较 低 . 这 -: 点 ， 决 符 了 到 女人 以 事 大 田 农 作 时 不 可 能 得 

到 与 男子 相同 的 劳动 报 丁 。 近 代 调 查 也 证 明了 事实 正 是 如 

此 :例如 在 与 江 甫 上 酸 邻 的 宁波 地 区 ，1930 年 代 的 调查 显示 家 

妇 从 事 太 田 生 产 所 获 工资 悦 为 农 卖 的 30 入 一 条 况 1 ， 而 存 

1959 一 1979 年 松江 县 华 阳 桥 的 集体 农业 中 ， 妇 辫 劳 动 日 报 

一 也 只 有 男子 的 70 驳 0。 此 时 是 大 民 人 公社 时 代 ,政府 天 廊 推 

行 “ 男 如 平 等 " “男女 通 工 同 酬 ”的 政策 , 妇 共 相对 社会 和 经 

济 地 位 之 商 ， 是 史无前例 的 , 基 董 在 某 种 程度 | 可 以 说 是 依 

靠 政 治 力 量 的 强制 才 达 到 的 。 这 时 妇 辫 的 劳动 报酬 尚且 只 有 

男子 的 10 和 免 , 那 么 明 清 江南 妇 妇 从 事 大 男 农 作 的 劳动 报 一 必 

LI 有 & 占 全 图 蔬 华 秦 ? 职 方 典 ， 苏州 府 部 。 

[1 Sasan 山 aTin3: Wumena 周 ork in the imgbioy 和 rea， 99 一] 和 306， 

hi FamnE: 卫 e 晤 am 着 过 放 于 Y 站 天寿 囊 ra edPmEETEE ET 

17288247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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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太 大 低 于 男子 是 必然 的 。 

但 基 , 妇 妇 从事 大 田 窗 作 的 劳动 生产 率 较 低 这 一 现实 ,并 

不 意味 着 姓 们 共事 负 织 业 生 产 劳动 时 情况 包 邵 此。 事实 上 

编组 工作 对 劳动 者 的 技艺 和 熟练 程度 的 要 求 ， 沼 常 超过 对 性 

力 的 要 求 。 而 这 些 技艺 主要 来 自 培 训 ， 效 练 程度 则 来 自 经 党 

操作 。。 如 果农 家 男子 所 这 的 鳃 织 技能 训练 不 如 妇女 ， 或 者 参 

办 区 织 劳动 的 时 间 不 多 的 话 ， 才 人 么 他 [在 委 织 工作 效率 和 工 

艺 水 平 上 肯定 地 难以 与 农妇 相 比 。 因 此 在 槐 纺织 业 中 ， 男 女 

劳动 生产 率 的 差 曾 并 不 很 大 ， 如 如 的 劳动 生产 率 超 过 田子 也 

并 非 不 可 能 。 如 前 所 述 ， 清 代 前 咎 期 江南 农妇 从 事 棉 纺织 业 

的 劳动 明报 酬 大 约 相 当 于 长 上 劳动 理 报 本 的 70 和 。 应 当 说 ， 

这 肯定 大 硕 于 农妇 从 事 大 国 农 作 的 劳动 日 报 柄 ， 

因此 , 在 明 清 江南 这 样 一 个 上 农业 都 比较 发 达 、 同 时 又 不 

存在 严重 的 择业 限制 的 社会 中 , 江南 宏 村 的 劳动 力 可 以 在 工业 

与 农 池 两 种 生产 活动 中 相对 自由 地 流动 0 劳动力 究 竟 演 辣 呢 

- 卢 , 则 主要 最 决 于 这 凸 种 生产 活动 的 比较 收益 ， 换 音 之 ,只 

有 在 工 间 劳动 牛 产 率 高 于 农业 时 ， 农 村 劳动 败 才 会 流 网 工 

烛 ，x 当 然 这 主要 是 针对 妇 鼠 而 吉 ， 因 为 她 们 在 从 事 农 业 时 的 

苛 码 和 牛 产 率 ， 显 上 低 于 在 从 事 棉 纺织 业 时 的 芳 动 生产 率 。 因 

此 上 明 清江 南 棉 委 织 业 的 发 展 应 当 说 是 出 于 棉 委 织 业 相对 劳动 

生产 率 的 提高 所 致 。 

最 后 ， 我 们 就 明 请 江南 棉纺 织 亚 中 的 劳动 生产 率 问 题 再 

说 儿 何 。 

要 是 站 在 -种 我 称 为 “近代 西方 优越 论 "的 观点 来 看 明 清 

[在 工业 与 农业 之 问 .男子 劳动 力 可 以 和 白 由 芒 动 ,毋庸 事 说 ,如 如 劳动 力也 可 以 

在 一 党 范围 内 ! 至 少 是 在 家 庭 内 部 ?六 动 。 

下 和 是 二 

册 飞 诺 址 啡 用 隐 阁 导 六 醒 和合 台 晤 

-下 可 4 二 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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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DSS 

江南 个 纺织 业 的 劳动 生产 率 ,当然 看 到 的 具 会 是 " 停 玫 ”本 落 

后 "换言之 , 杂 把 产量 和 劳动 生产 谈 分 别 视 为 生产 的 “ 质 ” 

利 “ 攻 ”两 个 方面 的 话 , 那么 明 清江 南 棉纺 织 业 仅 有 “ 量 的 增 

长 "而 无 “ 质 的 变化 ” .或 者 说 是 有 ”增长 "而 无 "发展 上 。 人 是 

疙 果 换 一 个 立场 来 看 问题 ,更 明 痪 地 说 , 据 奔 邢 种 以 近代 工业 

从 后 的 情 训 为 出 发 点 来 看 阿 题 的 观念 ， 那 么 很 可 能 看 到 的 区 

是 另外 昔 景 象 。 本 文 就 是 力求 以 近 找 工业 化 以 前 的 首 庶 来 

观察 江南 的 槐 纺织 业 劳动 生产 这 ， 因 此 得 出 洒 过 去 流行 的 看 

法 有 有 漳 的 结论 万 是 必然 的 。 

[11 把 产 商 的 增 和 加 和 落 动 生产 率 的 撮 高 分 则 帘 为 生产 的 " 帮 ” 和 “最 ” 果 个 开 面 上 

刘 尼 观点 .可 夯 考 Mark [lvin: Te Pattern 是 einese Past 以 虐 Philip Huang: 

了 he JPemgerpE 站 cry 站 RH 全 上 Hrail Ereppmarg 训 请 2 于 和 nm 有 开 站 c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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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: 

明 中 叶 至 铺 中 叶 的 共 州 

一 引言 :“ 苏 杭 型 城市 “与 中 国 

城市 史 研 究 

虑 师傅 衣 凌 先生 在 其 晚年 的 研究 中 ， 从 经 痢 的 层面 

对 明 清 城市 的 特点 作出 了 如 下 总 绪 :“ 明 清 时 代 的 城市 经 

济 ， 大 约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不 同 的 类 型 : 1) 开封 型 城市 。 这 

基 旧 再 的 亚洲 的 销 费城 市 ， 又 是 封建 地 祖 的 集中 地 ， 工 

商业 是 为 这 个 城市 的 地 主 服 务 的 ; …… (2)3 苏 杭 型 磊 市 。 

这 些 城 市 虽然 也 是 封建 地 程 的 集中 地 ， 但 工商 业 的 比重 

较 大 ,， 此 外 还 有 不 少 和 工商 业 生 产 直 接 有 关 的 新 兴 市 

镇 ， 如 盛 泽 、 兴 院 、 王 江 泾 、 枫 泾 、 涤 斌 等 。” 他 并 且 

强调 在 开封 型 城市 ,“ 工 商业 是 贵族 、 地 主 的 附 良 ， 兴 有 

成 为 狐 立 的 斗争 力量 ,封建 性 赵 过 了 商品 性 ”, “充满 着 腐 

梧 、 没 落 、 荒 至 、 腐 败 的 :- 面 ”; 而 在 其 杭 型 城市 “ 工 

商业 是 面向 全 国 的 ", 出 现 了 “清新 、 活 波 、 开 阅 的 气 

全 凯 起 基 灿 丽 幅 民 H 

生 漠 仁平 号 少 阁 再 正面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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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051 

但 游 蚁 避 冲 明示 于 峭 

胡 汛 师 的 上 述 见 解 对 于 中 国 城市 中 研究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
意义 。 首 先 ， 他 礁 除 了 过 去 那 秘 把 近代 以 前 的 中 国 城市 简单 
地 从 为 政治 性 城市 和 经 济 性 威 市 的 做 法 ， 而 把 明 清 的 中 国 城 

市 分 “开封 型 城市 ”和 * 苏 杭 型 成 市 "两 种 类 型 .此 外 新 兴 的 工 

商业 市 镇 , 按照 傅 先 生 的 看 法 ,也 属于 城市 1, 因 此 实际 上 还 

有 第 三 种 类 型 的 城市 ,本 文中 姑 称 之 为 新 兴工 商业 市 镇 型 威 

市 "131。 其 次 ,他 特别 强调 “ 苏 杭 型 城市 "在 中 国 减 市 发 展 史 上 

的 重要 性 .认为 代表 了 明 清 中 同城 市 发 展 的 一 种 新 趋势 。 再 

次 ,他 指出 在 * 苏 杭 型 战 市 "的 形成 与 发 展 方面 ,工商 业 发 展 起 
了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。 

这 些 兄 解 提出 后 ， 学 界 对 明 清 中 同城 市 的 看 法 出 贞 了 重 

大 分 肢 。 以 赵 网 为 代表 的 一 些 学 者 ， 依 然 坚 圭 待 统 观点 ， 把 

四国 碱 市 分 为 “政治 意义 很 强烈 " 的 “行政 区 划 的 治 所 ”( 赵 氏 

称 之 为 “ 城 郡 ") 和 * 基 于 经 济 因 素 而 自然 形成 ”的 “市 镇 ”, 认 为 

“中 国 历史 上 的 城市 和 市 镇 两 首 的 性 质 不 同 ,发 展 的 过 程 也 不 

同 ，……: 因此 在 城市 北 过 程 的 研究 中 ， 应 把 一 者 分 开 ”; 他 

同时 还 强调 :宋代 以 后 “天 中 城 郡 的 发 展 完全 停顿 , 城市 化 的 

新 方向 转 到 市 镇 "141。 据 此 ,当然 也 就 不 存在 傅 先 生 所 指出 的 

1 中 博 在 盛 罗 明和 尘 社 会 经 济 窑 填 陀 y ,152.158 用- 

[3| 但 氏 明 和 确 地 把 这 些 市 镇 经济 黎 汶 “城市 和 经济 ”， 

131 “甘于 这 类 城市 的 称呼 ,并 死 -,' 殉 的 看法。 在 较 近 的 研究 中 ,也 有 有 学 者 称 之 为 "和 戎 

型 经 济 起 市 "【 王 卫 平 :《 因 清 时 期 南 起 市 中 研究 : 以 苏州 为 中 心 和 41、 她， 

1 人 6 中 3， 这 时 所 说 的 "新 兴工 商业 市 司 型 起 市 " .也 只 是 一 个 暂时 性 的 称 喇 ， 

[4] 趣 同 :《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忠 论 代 7, 3、:65 一 167 页 ; 同 氏 :《 明 请 江南 出 针 发 综 

沦 》。 这 种 看 法 在 : 些 新 近 出 版 的 论著 中 全 由 填 以 月 到 - 例如 陈 学 立 际 了 对 赵 

展现 点 表示 稚 同 证, 着 说:“ 中 国 大 城市 至 明 请 时 期 基本 上 已 定型 , 至 也 只 

是 玻 河 中心 草 具 始 济 详 冰 中心， 或 寿 是 到 济 色彩 加 卫 而 已 . 代 袁 中 国都 市 化 

道路 的 训 旦 站 过 市 镇 的 兴建 ".“ 明 清 志 峙 流 城 市 锁 的 兴建 .发 展 代表 著 中 国 

都 市 化 的 道路 ，"! 陈 学 广 坟 明和 宵 时 期 太 炙 琉 起 商品 市 场 的 研究 ?,389 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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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种 以 " 苏 杭 型 威 市 "为 代表 的 中 国 城市 的 新 变化 了 - 也 有 

些 学 者 得 出 了 与 傅 先 生 一 致 的 结论 。， 例 如 王 帮 平 认 为 赵 风 

“断言 大 中 城市 的 发 展 已 完全 陷于 停顿 ,未 必 符 侣 实际。 事实 

上 ,江南 地 区 的 : 些 太 中 城市 无 其 是 苏州 ,无 论 在 规模 上 还 是 

质 姑 上 ,都 有 空前 的 发 展 ”,. 并 指出 “ 明 清 时 期 ,江南 地 区 以 荔 

州 为 中 心 形 成 了 上 有 着 内 在 联系 的 城镇 群体 。 江 上 南 地 区 的 许 索 

市 镇 是 在 苏州 商业 机 能 的 影响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“01。 

以 上 分 歧 的 焦点 ， 在 于 如 何 看 待 中 同城 市 化 进程 的 等 点 

这 -根本 问题 。 传 统 看 法 赖 以 成 立 的 基础 之 :， 是 中 国 城市 

化 进程 具有 与 从 不 同 的 独特 人 性 ,用 赵 冈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“中 国 历 

史上 的 城市 化 过 程 并 非 一 个 正 芝 过 程 ， 在 世界 上 基 独 一 无 二 

的 特例 "1021-。 的 而 .此 说 法 是 否 符合 事实 , 尚 待 证 实 ,因此 建立 

于 其 上 的 观点 .当然 地 并 非 定 泥 。 

首先 , 赵 氏 所 说 的 城市 化 的 “正常 过 程 " .实际 上 仅 只 是 少 

数 欧美 国家 (以 及 只 本 ) 近代 城市 发 展 的 过 程 。 把 西方 经 驻 半 

作 世 界 历史 的 “* 止 常 过 程 * 而 把 非 西方 地 区 经 验 作 为 这 种 "正常 

过 程 " 的 对 立 面 ,不仅 是 典型 的 西方 中 心 主义 ,而 且 从 方法 论 上 

来 说 也 很 成 阿 题 1311。 其 次 ,城市 化 的 过 程 不 仅 在 此 界 范 围 内 因 

时 困 好 而 异 . 在 中 国 也 同样 如 此 。 即 使 在 明 清 苏州 府 这 样 一 个 

范围 有 了 上限 的 地 区 ,各 地 城市 化 进程 也 有 相当 大 的 差异 ! 详 后 )。 

国 此 忽视 各 地 的 差别 ， 假 设 有 一 个 中 国 城市 化 进程 的 统一 模 

式 , 然 后 由 此 出 发 来 与 那 种 以 西欧 经 验 为 标准 的 "正常 过 程 进 

行 对 比 , 是 没有 意义 的 。 再 次 :从 有 具体 的 实例 来 看 ,中 国 一 些 地 

[1] 王 吕 平 :区 时 请 时 期 江南 城市 史 妍 穹 》.94 焉 。 但 是 于 氏 也 认为 “ 明 清 时 期 江南 

地 到 非 传 统 锰 市 针 的 过 哄 , 成 涛 江南 地 区 舌 市 化 过 程 的 主要 形式 "。 

[2] 对 和 疯 赵 氏 中 国 城市 优 殿 史 论 和 .139 一 1 和 页 。 

[31 “” 英 于 应 当 恕 何 正 确 进 行 比 较 的 网 题 ,大 阅 王 丽 业 :《 转 变 的 中 国 :历史 变 证 与 

欧 谢 冯 驻 的 局 陋 47 特 吕 是 第 垃 音 ) ,起 天 详 者 李 伯 本 所 写 的 有 其 评 论 驴 相 看 

两 和 不 民 ": 王 圆 姓 ! 转 变 的 中 国 : 历 中 变迁 与 殉 训 丢 验 的 局 限 ; 简 介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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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的 城市 化 进 竹 与 基于 西欧 经 验 的 “世界 城市 化 正常 过 程 ”之 

间 也 不 秋 相 似 之 处 。 姑 后 误 所 示 ， 明 清 苏 州 城市 变化 的 趋势 

也 如 趟 兵 所 培 的 “ 正 带 过 程 " 所 体现 的 趋势 那样 ,是 "城市 人 口 

比重 愈 来 伸 高 ， 也 意 有 末 傅 集中， 小 城市 变 太 ， 天 城市 变 得 更 

大 ”站 1。 在 此 意义 来 谤 ,苏州 城市 化 的 进程 就 并 非 “ 世 界 上 和 独 一 

无 二 的 特例 ”。 只 有 在 对 世界 各 地 { 包 括 中 国 各 地 ) 城 市 化 进程 

都 已 作出 这 入 的 研究 之 后 , 才 有 可 能 对 中 国 城市 化 进程 到 底 县 

否 “ 在 世界 上 蚌 独一无二 的 特例 ”的 问题 进行 分 析 。 现 芷 要 谈 

这 一 点, 显然 尚 为 时 过 早 。 因 此 目 帅 的 当务之急 , 是 对 中 国 答 

种 城市 化 的 具体 情况 ,进行 实事 求 是 的 深 人 研究 。 

明 浅 准 州 在 中 国 城市 中 研究 中 具有 特殊 的 地 位 ， 因 此 博 

先生 拒 苏 州 的 发 展 作 为 “其 杭 型 城市 "发 展 的 代 套 。 在 明代 以 

前 的 -于 多 年 中 ， 苏 州 一 直 是 一 个 重要 的 地 区 行政 中 心 。 到 

了 明代 中 呈 ， 苏 州 作为 全 国 首 要 工商业 城市 的 地 位 方 最 后 确 

立 , 而 情 先 生 所 说 的 “ 苏 杭 型 城市 "的 新 气 篆 也 在 此 时 开始 凋 

然 成 风 。 从 另 一 方面 来 看 ,太平 开国 以 后 , 随 背 近代 上 兹 的 兴 

起 ,苏州 也 丧失 了 原 有 的 显要 地 位 。 有 鉴于 此 :本 文 把 明 中 期 

至 清 中 期 的 三 个 世纪 《大 绾 自明 正德 朝 公 清 意 兴 朝 。 在 本 文 

中 也 简称 明 清 ) 作为 研究 时 期 的 上 下 限 。 工 商业 发 展 是 导致 

“ 芬 杭 型 城市 ?形成 和 发 展 的 主要 因素 . 岗 此 我 们 也 可 以 说 苏州 

城市 的 变化 , 主要 是 由 工商 业 发 展 推动 的 。 在 上 商业 对 明 清 苏 

州 城市 变化 的 影响 方面 , 商业 发 展 起 了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上 乓 。 伍 

[1 赵 同 去 中 国 二 市 发 展 灾 这 生 和 ,139 一 -140 页 。 

「z] 这 种 作出 开刀 有 直接 的 .而且 也 有 有 癌 接 的 ,直接 作用 如 意 烛 上 口 的 大 基 增 加, 是 

此 时 期 荔 州 城市 上 口 变 化 的 一 个 土 要 占 面 。 熏 柜 中 期 人 顾 信 上 秋 说 当时 的 榴 州 府 

城内 ,“* 洋 族 . 皮 货 . 国 续 、. 才 履 , 金 王 . 和 药 诸 铺 , 业 园 .游船 酒 牌 . 莱 店 .如 节 册 

林 , 乎 若 几 千 万 人 "1 顾 公 尘 懈 更 闲 记 摘抄 ?中 )。 堪 市 大 口 的 增加 ,是 城市 扩大 

的 一 个 重要 内 容 。 内 此 商业 上 人口 一 增 当 然 也 直接 反动 了 疙 市 的 扩大 。 间接 作用 

刚 在 手 明 请 菏 州 工商 业 密 切 结合 , 使 得 工业 无 法 高 开 商 业 面 发 展 并 对 坡 讲 灾 化 

名 挥 影响 ， 因 此 通过 谋 进 荆 业 发 展 , 商 业 败 展 也 问 接地 推 走 址 市 变化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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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如 后 所 述 ， 菁 把 工商 业 一 者 相 ;， 工 籽 发 展 所 起 的 作用 更 

大 - 因此 之 总 ,本 文 在 对 明 清 苏州 磊 市 变化 进行 钱 完 时 ,重点 

将 放 在 工业 发 展 及 其 所 起 的 作用 。 

了 工业 的 受 展 罕 竟 是 如 何 寻 臻 明 清 苏州 城市 变化 的 呢 9” 要 

回 管 这 一 问题 . 不 仅 必 须 对 城市 .工业 的 发 展 、 城 市 的 地 域 变 

化 与 人 口 变化 等 情况 分 别 进行 这 入 的 考察 . 而 只 还 必须 对 工 

业 在 城市 变化 中 所 起 的 作用 作出 正确 的 评价 。 这 些 问 题 在 以 

往 的 明 清 经 济 史 研究 中 虽然 也 懂 厅 和 诈 涉及 . 但 是 过 去 研 咒 的 

重点 证 要 集中 在 城市 经 济 发 展 的 状 疙 上 及 其 与 “资本 主义 萌 

车 ”的 关系 等 方面 ， 很 少 有 人 从 基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之 则 关 

系 的 角度 来 进行 专门 的 研究 。 因 此 之 喜 . 这 些 问 题 也 成 为 了 

本 文 讨 论 的 主要 问题 。 

二 上 明 清 江南 的 城市 :界定 与 类 型 

让 文 所 研究 的 对 象 是 明 清 苏州 的 城市 变化 ， 因 此 首 移 

要 明确 “苏州 城市 "这 个 概念 的 具体 售 浆 。 苏州 位 于 江南 ,而 

洒 南 的 城市 其 有 相当 明显 的 地 域 特 点 ， 彼 此 有 不 少 共 同 之 

处 - 为 了 便于 讨论 ,本文 把 苏州 放 到 江南 这 一 范围 中 进行 讨 

论 11。 为 此 ,我 们 要 弄 清 以 下 半 题 : 明 清 江南 的 城市 应 如 何 

界定 ? 明 清 江南 的 市 镇 是 否 城 市 ? 明 清江 南 的 城市 有 嘱 些 主 

要 类 型 ? 等 等 。 

411 本 京 中 重 和 江南 地区, 比 的 是 明 清 的 苏州 ,和 栓 江 .常州 .镇 江 ,江宁 《这 天 ) ,杭州 ， 

嘉 内 和 潮州 从 府 以 天 由 荔 州 府 析 出 的 大 仓 州 这 具 府 一 州 组 成 的 地 区 。 这 :地 

区 普 称 长 江 三 角 训 或 雯 前 流域 ， 总 面积 大 的 4.3 万 平 睛 公里 : 这 样 界 定 的 亚 

由 . 磺 李 伯 重 :江南 的 早期 二 业 化 .1550 一 185 站 ,1 23 页 。- 

学 六 如 平 耳 和 由 平 娃 吕 ， 亿 岂 告 落 娄 油 帆 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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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 | 

(-) 明 清江 南城 市 的 界定 

法 国 地 理学 家 潘 什 梅 钞 (Phikippe Pinchermei) 曾 感 叹 道 :“ 城 

市 现象 是 个 很 难 下 定义 的 现实 : 城市 怒 是 一 个 和 景观、 一片 经 济 

空间 .一 种 人 人 11 密度 ;也 是 一 个 生活 中 心 和 劳动 中 心 :; 更 具体 所 

说 , 也 可 能 是 - -种 气 所 、… 种 特征 或 者 一 个 灵魂 .。 "tU 这 段 话 真 

实地 惧 现 了 国际 学 和 红 在 “什么 是 城市 ”这 一 问题 上 感到 的 璀 

惑 。 因 此 "什么 基 残 市 ,确实 并 非 一 个 容易 回答 的 辣 题 . 

关于 现代 城市 概念 的 研究 ， 始 于 49 地 纪 本 2 世纪 和 杨 

的 欧美 。 德 国 地 理学 家 拉 采 尔 (F.Ratzel) 于 1903 年 提出 地 

替 学 上 的 城市 . 沸 的 是 地 处 诡 通 方便 环境 的 、 愤 盖 有 一 下 

面积 的 大群 和 房屋 的 密集 结合 住 。 此 定 闵 着 腿 于 形态 , 代 

表 了 当时 学 异 的 主要 看 法 。 旭 4 年 以 后 ,意大利 地 理学 家 波 

贝克 (H,8Bobek) 浊 出 城市 与 乡村 存 相 着 “公务 式 蓉 动 ” 利 

“田园 式 劳 动 的 分 工 , 并 配置 于 竹 自 的 空间 。 其 中 城市 寻 

求 竺 通 方 便 的 有 利 环 境 , 是 交通 经 济 一 定 阶段 的 产物 。 此 

定义 据 奔 了 以 往 的 形态 观点 , 将 关注 的 重点 转移 到 城市 职 

能 Fl2zl1。 而 后 德国 地 理学 家 许 瓦 芯 (CG.Schwarz)l 又 握 出 一 

个 “充分 成 长 的 城市 ”(fall-fledged city) 是 “一 个 有 夯 定 的 大 

基 人 口 集 中 、 有 确定 形状 的 聚落 ”.“ 其 内 部 结构 各 部 分 表 

了 现 出 适当 的 差异 ， 城 市 生活 的 发 展 也 达到 足 驶 的 广 庆 . 并 

且 有 明显 的 中 央 性 (eentrality) 131。 以 后 和 还 有 各 种 新 的 看 法 

[1 请 什 梅 傈 :法国 # 下 册 .183 页。 

[2] 九 阅 于 第 菩 . 宁 越 知 : 交 7 城市 地 理 概 论 ?》.16 责 。 

131 转 引 自 记 五 吉 交 明 清 电 伐 江 羡 地 区 市 乱 之 数量 分 折 # 收 于 撕 氏 4 明 清 时 代 

江南 市 镇 研究 ?1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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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断 推出 。 一 些 学 者 在 判定 “城市 "时 主要 普 眼 于 "城市 人 

口 ,但 是 在 “城市 人 口 " 的 界定 上 ,有 的 以 职业 .有 的 以 居 

民 氮 的 大口 数量 , 作为 区 分 城乡 人 大口 的 标准 .有 的 则 二 者 

耦 而 用 之 111。 另外 一 些 看 法 则 同时 着 眼 于 大 口 数 量 、 大 

口 密度 以 及 职业 区 别 本 9。 因 此 标准 颇 不 统一 ， 同 时 在 其 

体 标 准 的 制定 上 也 分 歧 颇 大 1341。 因 此 在 “fF 么 是 城南 ” 

这 样 一 个 关键 概 您 上 ， 至 今 尚 未 得 出 一 个 学 界 … 致 认可 

的 共识 。 正 因 如 此 ， 各 个 学 者 恬 目 中 的 “ 城 市 ”往往 也 

有 很 大 的 差别 -。 

以 上 关于 城市 的 定 祥 ， 基 本 上 是 从 近代 欧洲 城市 发 

展 的 经 验 得 出 来 的 。 它 们 对 于 近代 以 前 的 江南 城市 化 研 

宪 是 否 庆 用 ， 疝 有 和 莅 研 哗 。 首 先 ， 如 弟 复 礼 (上 .村 .Mote) 

在 其 关于 轩 清 苏州 城市 虫 的 研究 中 明 多 指出 的 那样 ， 

和 工业 化 以 前 的 欧 浏 想 比 ， 中 国 的 城市 和 农村 是 由 互 

开放 的 ， 彼 此 之 间 洽 有 好 显 的 空间 利用 方式 相互 陋 弧 

111 即 凡 是 大 浆 超 这 革 一 水 半 的 居民 点 中 ,倘若 骨 业 人 站 不 超 这 革 - 百 分 比 有 有 ,部 

得 因 城 市 地 区 ,其 居民 全 部 列 为 霹 市 人 H。 我 同 太 陆 1953 年 人 上 口 普 可 时 ,上 呈 沼 

住人 大 口 在 2000 大 以 上 ,. 苇 中 非 农业 大 蝇 击 和 和 居 上 的 居民 点 都 后 于 城市 她 区 

{ 风 胡 粮 南 .党 昔 余 :出国 大 口 地 理 》 上 上 志 .267 一 268 责 )。 

121 美 红 统计 局 1960 年 杂 用 的 SNSAI 标 潍 夫 城市 蚊 开 区 ) 村 于 “城市 化 地 

攻 《Unrhunrzea Ara 了 所 制定 的 怀 淮 为 :417250 的 上 以 于 的 行政 地 区 12; 

2500 人 出 上 时, 医 星 10 户 贡 上 的 大 家 的 集权 导 131 世 打 新 英格兰 地 

区 的 籁 1own.tiownshipy 等 :147 等 平方 英 毕 1000 人 以 上 的 统计 人 音 计 区 。 

日 立 邦 昭和 英国 树 验 提出 床 国 的 胡 稚 为 :1 中 心 市 1 大 mm IO0 万 以 上 ， 鸭 

由 或 县 行政 当局 所 在 地 ): 【zy 与 中 心 市 顺 片 相 接 .社会 经 入 联 系 密 切 

向 威 镇 村 落 . 隔 者 指 人 U 兽 度 上 每 平方 公 匡 150 大 以 上 , 纯 迷 家 所 占 全 部 

家 许 的 各 禹 出 下 ， 该 村 镇 经 常 枢 于 公共 变通 的 乘客 曾 教 中， 具 中 心 市 

太 癌 的 赴约 有 以 上 【大 阅 于 浴 人 了， 宁 越 司 : 《城市 地 理 概论 9》，159 一 

162 耻 )。 

131 ”例如 邵 何 确 党 作为 区 和 分 城乡 的 大口 分 界线 ， 国 际 学 界 向 委 廊 知 太 :根据 

1970 年 代 的 君 法 , 最 让 者 位 200 人 . 而 最 商 者 则 为 10000 人 , 个 此 卢 济 是 殊 

{ 揭 胡 焕 席 . 张 若 全 区 中 国 上 大 口 地 理 ? 上 冉 ，267 一 268 页 ]。 

一 

尘 淹 属 蛙 号 训 用 昱 尾 号 ， 羡 位 十 涟 厅 洒 如 民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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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来 。 困 沸 共 理论 王 来 说 ， 中 国 的 社会 是 一 个 开放 的 社 

会 011- 在 这 样 -: 个 和 惠 放 社会 中 的 中 国 城乡 关系 , 当然 很 不 

同 于 城乡 相互 圭 团 的 欧洲 的 城乡 关系 。 因此 如 采用 近代 欧 

洲 的 城 多 划分 标准 来 确定 明 清 中 国 城市 与 农村 ， 显 然 是 有 

问题 的 :其 次 ,使 用 欧洲 经 验 得 出 的 征 关 米 关 定 江南 城市 的 

夺 候 ,人 述 会 遇 到 其 他 一 些 问 题 , 倒 好 届 民 点 中 的 人 口 密度 和 

届 民 点 之 间 的 空间 距离 ， 是 我 们 今天 在 进行 城 多 划分 时 篆 

考虑 的 一 个 固 素 121.， 而 在 近代 早期 的 西区 和 了 明 清 时 期 的 中 

国 江 南 , 人 喧 度 差 曾 极 太 !1。， 因 此 以 两 欧 居 民 点 的 人 口 

密度 和 有 居 呈 所 问 的 空间 斌 离 为 标准 来 判定 江南 城南 ， 也 

十分 困难 141。 而 在 根据 上 述 这 些 定 义 来 判定 江南 城市 四 ， 

最 为 项 手 的 问题 有 一 :一 是 市 镇 如 何 定位 , 妃 - 则 是 震 市 如 

何 分 类 。 

LT 第 氏 还 指出 :中 国 的 生 医 在 必 理 层面 .社会 层面 和 物质 层 贞 上 ,前 有 一 种 明 隶 

的 坦 多 近 幻 性。 与 欧洲 不同 .中国 的 和 屿 市 把 台 村 的 于 医 和 农 烛 的 活动 包 富 于 

其 中 :同时 城市 的 经 久 锋 动 + 例 如 商业 ,多 融和 制 寺 业 ) ,有 很 六 一 锅 公 分布 于 

域 刀 ,城市 的 特色 延 冲 讶 且 影 响 到 了 城关 ， 而 农村 的 特色 在 城 单 也 肚 到 区 

理 - 由 下 .机 ,Motei 站 mleroiium 时 已 himese mnIbam hiatory ; fr ， 旺 she td gba 

LEnte 训 uucow- 

[21 秃 前 引 美 国 统计 局 SMSA 和 卓 本 的 "标准 城市 亿 坛 “有关 指 二 。 

131 。 时 请 江南 人 口 密度 为 当时 世界 之 写 。 每 平方 公里 大 口 数 . 明 本 【160 年 1 为 

3465 上 , 清 代 中 则 (1850 年 ) 刷 疝 达 837 人 。 与 此 相 较 ,英国 每 平方 公 赎 上 后 数 ， 

1504 年 公 为 13- 一 15 大 .01 年 也 才 达 到 30 人。 其 中 大 口 反 为 和 珊 的 英 梢 壮 

与 成 水 士 的 每 平方 公 导 上 丫 壮 ，1700 年 也 只 有 35 人 。 直到 工业 革命 前 朵 的 

1350 年 才 增 至 41 人 - 尚 不 下 明示 的 9 让 三 清 伐 中 期 江南 人 是 赛 度 的 5 各 《【 风 

地 伯 重 :站 - 南 的 早期 工业 化 》, 485 页 y。 

141 损 前 引 美 国 统 计 局 1960 第 采用 的 SMSA ,确定 “城市 化 也 区 ”( Urbanized 

Area) 的 一 个 指标 是 拆 平 方 英 里 人 口 密 应 达到 1000 人 以 上 =- 热 而 按照 刘 石 

吉 前 和 统 计 . 1820 年 芍 州 府城 附 尊 县 { 晃 .长 . 瑟 二 有 ) 上 大口 窒 度 太 的 为 此 平 

方 英里 3609 人 (! 刘 石 吉 :其 清 时 代 江 南 地 区 市 铺 之 束 重 分 析 #1 ,由 4 倍 于 

美国 5SMSA 指标 .网 此 按照 5SMSA 的 标准 ,整个 苏州 地 区 (1 吴 . 长 .元 三 其 ? 才 

厅 以 加 为 占 市 地 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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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明 清江 南 市 镇 的 定位 

明 清 江南 的 府 或 与 其 喊 属于 城市 ， 调 无 密 消 争议。 但 是 

市 镇 是 和 否 也 是 焉 市 ， 则 一 直 未 有 一 致 看 法 。 有 些 学 考 认为 市 

镇 是 城市 地 区 , 另 -- 些 学 者 认为 是 寮 村 地 区 ,还 有 些 学 者 则 失 

为 是 城乡 之 间 的 过 渡 地 区 LIU， 此 外 ., 许多 学 者 即使 笔 统 地 把 

市 镇 当 作 城市 地 攻 ， 但 同时 仍 坚 持 认 为 “市 镇 ”与 “ 址 市 " 

不 同 ， 因 而 "市 镇 "的 兴起 与 “城市 "的 发 展 是 两 个 咎 此 无 美的 

过 程 121, 亦 即 市 镇 并 间 真 正 的 焉 市 地 区 。 那么 ,市 镇 究竟 应 当 

如 何 定 位 昵 ? 姑 从 学 界 使 用 较为 普遍 的 标准 来 看 看 市 镇 是 理 

属于 城市 。 

首先 ， 对 于 明 清 江南 -个 居民 点 到 麻 应 当 拥 有 多 少 居 

民 才 能 成 为 被 划 为 城市 的 问题 ， 学 界 一 直 未 能 达成 一 致意 

见 。 饶 济 凡 (Gilber Rozman) 按 照 居 民 数 将 1820 年 前 后 的 中 

国 焉 市 分 为 ?级 ,最低 :级 ( 即 第 七 级 ) 人 口 数 为 500 人 ,次 

低 一 级 !{ 第 六 级 ) 大 口 在 S00 一 3000 人 之 间 t。 这 两 级 城市 ， 

[11 在 以 和 的 研究 中 . 末 数 学 者 相 平 屈 向 十 将 市 转 视 为 城 儿 之 间 的 过 冲 昌 区 。 其 

代 志 者 如 树 二 ,认为 市 炉 是 * 城 多 向 的 中 介 和 过 餐 地 区 ”( 鬼 树 志 :《 明 清 汗 

南 市 情 措 汶 3, 页) 了 志 有 学 者 师 向 于 将 市 销 定 位 姜 农 村 地 区 . 例如 赵 四 昌 总 

认为 城市 是" 塘 群 "和 和 “市 镇 ”两 个 系统 的 息 和 ,人 世 是 同时 和 说 "宋代 以 后 …… 

市 镇 则 估量 增 扣 ,性 现 了 城市 人 口误 米 碍 和 内 农村 息 拓 "; 在 世界 所 市 化 的 “ 正 

常 的 过 程 " 中 ,市 镇 是 :个 "城市 化 的 过 旋 阶 段 " ,而 明神 的 市 转 迪 展 幅 "不 像 

-个 过 入 了 阶 医 ( 赵 问 站 出 国 羔 市 发 民 党 论 才 .139 114.165 一 167 页 1。 后 一 

看 法 ,显然 旦 将 市 锁 福 为 家 村 的 亚 伸 -此 外 述 有 学 者 将 其 定位 为 钴 市 地 区 . 例 

如 土 卫 平 称 明 视 江南 市 镇 为 * 灯 型 既 箭 城市 "( 王 卫 平 区 明 清 时 期 江南 城 员 中 

研 充 .41.97 .156 现 ]。 

[2] 例如 378 和 南 往 141 引 起 阅 所 言 。 

人 3 妇 iherm 瑟 ngouan : Prbam 生 rraupris E 人 生生 三 丰 贞 本 下 和 DENG ar ，]1 人 1 

页 。 

下 

和 到 强 至 宇 睫 如 树 于 嫩 曾 .全 丧 斗 基 J 导 好 略 肯 = rd 一 4 一 到 二 一 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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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和 水 焰 卉 闫 靖江 畜 风 

f 四 38[ 

一 般 而 言 主 时 就 基 指 市 镇 ,由 此 而 言 市 镇 应 当 属 于 堪 市 . 世 

是 赵 因 认为 饶 氏 的 第 六 、 七 两 级 所 定 限 度 杰 低 ， 而 应 以 

2000 大 为 威 多 分 界线 .11。 和 施 泽 雅 【 了 及 . 鸡 illiam Skinner)y 更 以 

4000 人 为 入 未 (1893 年 ) 中 国 城乡 划分 的 界线 121。 了 世 刘 石 吉 

认为 此 标准 过 高 .对 于 明 清 的 江南 地 区 负 言 ,人 口 不 及 2000 

和 的 市 镇 亦 应 列 人 “城镇 ”( 即 城市 ); 而 曹 树 基 的 意见 恰恰 

相反 ， 斌 为 明 清 江南 的 城市 应 当 排 除 “ 大 批 天 司 不 柬 的 小 

型 市 镇 ”!L31。 因 此 从 导 兵 点 的 人 数 来 判断 市 镇 到 底 是 否 属 

了 -城市 ,看 来 颇 为 困难 。 

其 次 ， 由 于 农村 王 炎 丝 和 商业 长 的 发 展 ， 江 南 农 村 居 

民 常 党 是 宕 、 工 、 商 笋 种 职业 兼 普 并非 只 是 种 田 的 “ 专 

业 农 民 ”-。 相反 ， 在 市 镇 居民 中 ， 也 有 不 几 人 把 其 全 部 或 

部 分 劳动 时 间 用 于 农业 生产 活动 。 由 于 工农 之 间 异 线 模 

糊 ， 江 南 出 更 了 农村 居民 和 市 镇 居民 在 职业 汪 届 所 了 酚 方 面 

的 万 一 致 [41。 白 梧 兰 【Francesca Bray) 指出 : 如 果 使 用 欧 

洲 区 分 工农 的 标准 来 看 中 国 ， 确 实 很 难 痛 定 谁 是 农民 、 谁 

是 工人 人， 或 者 谁 是 城市 居民 、 谁 是 乡村 居民 。 丁 方 史家 在 

试图 解释 亚洲 历 史 时 ， 常 常会 发 现 自己 明 到 诸如 “农民 ” 

这 类 难以 处 理 的 范畴 。 这 类 范畴 非常 模糊 ， 难 以 用 于 其 研 

统 1351， 

再 次 , 明湖 江南 人 纪 高 度 密 集 ,， 而且 水 道 奖 通 非常 便利 ， 

太 未 缩小 了 各 居民 点 之 间 的 空间 蝗 离 ， 奶 果 以 人 口 密度 和 届 

JI 覃 了 头 光 中 国 三 市 发 殿 史 这 韶 》,72 一 到 页 。 

f2] 中 , 驹 iam Skinnerr He 机 onal Lidaniraticn in 于 imeteeath 六 #ntmry 人 hina - 

13] 刘 氏 与 草包 的 看 医保 网 葛 介 难 主 编 : 中 国 丈 民 中 ?第 6 孝 ,585--S88 蜗 。 

[4 上 幸 伯 于 (Bozhong 站 :dgricrzarar 且 Puelopmmerts 训 aREnG、 TG20 - 了 85,， 171 一 

172 珊 ， 

15】 Francesra Bray:The hineae Contirihution 10 uropen 上 Bucualtural Revoluon :各 

Teueh ne Transtorrmc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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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点 之 间距 离 作 为 判定 城市 的 两 个 重要 依据 的 话 ， 那 么 明 清 

(特别 蚌 清 代 中 期 ?江南 ! 特 别 是 苏州 府 ) 的 大 多 数 地 区 都 有 可 

能 成 为 城市 碟 区 三- 因此 从 人 1 密度 和 居民 点 下 遍 也 难以 斑 

定 市 镇 是 徊 堪 市 。 

最 后 ,城市 化 不 仅 有 若 观 型 臧 市 化 ( 即 城 让 性 用 地 狗 选 地 

域 空 间 ), 而 旦 还 有 职能 型 城市 化 (4 即 域 市 蕊 能 在 地 域 系列 中 

和 败 挥 效用 )0241。 阴 清江 南 ( 特 别 是 东部 ) 的 : 些 较 大 的 村 子 ,由 

于 具 和 殴 了 行 于 城市 功能 , 畏 此 也 可 以 属于 出 后 首 引 起 的 " 癌 接 

碱 市 化 "地 区 。 这 样 一 来 ,使 得 城乡 之 间 的 界线 更 为 模糊 。 

使 用 上 述 标 准 来 判断 江南 市 镇 是 否 城市 依 实 很 困难 ， 

那么 江南 市 镇 的 性 质 是 否 就 无 法 确定 了 呢 ? 我 们 认为 : 江 

南 市 镇 虽然 有 蕉 独 有 的 特点 ， 伍 旭 果 它们 确实 足 城 市 的 

话 ， 就 应 当 具 有 城市 最 普 角 的 特征 ， 因 此 最 普 授 意 尽 上 的 

“城市 ”的 概念 应当 嘴 判断 明 清 江南 的 市 镇 究竟 是 否 城 

市 的 鞭 本 出 发 点 。 

按照 现代 英 司 中 最 普 壳 的 理 矫 ,所谓 城 市 ,万 是 -个 比 村 

子 太 的 居民 点 ,并 有 很 雪 房 子 .商店 .工作 妃 所 . 媒 乐 场所 和 宗 

教 场所 。 虽 然 一 般 而 言 ， 城 市 "有 “" 城 (ceity) 和 “镇 (town) 之 分 

[1 幸 见 证 148] 、T201。 此 镍 ,， 苏州 府 的 上 大口 此 麻 ，1820 第 时光 二 平 方 公里 1500 

人 ,超过 1923 和 牛 苏州 的 碱 市 1 城内 此 域 霜 附 二 此 虑 ?大 后 吕 产 .下 同 在 谈论 上 

口 帘 度 与 城市 之 疝 的 其 东 时 镶 : 假 定 岂 2000 人 为 城市 人 口 和 的 起 点 ,但 是 要 是 

这 2000 人 和 代 般 在 一 个 很 大 的 居民 区 时 ,就 与 农村 无 措 了 (5 赵 闭 :中国 同市 家 

展 先 论 音 ?》,， 2 页) 相反， 如果 几 个 和 有 数 到 人口 的 局 民 点 政 此 之 风 相 不 如 

1 一 2 里 , 邢 各 以 某 种 忆 实 上 闪 说 ,这 几何 居民 战 也 呵 避 下 视 为 -个 悦 大 居民 

点 的 组 成 邹 分 而 非 狂 立 的 居民 点 : 朵 昔 这 个 较 太 居 必 点 的 大口 总 数 超过 2000 

大 ，, 嘟 么 也 就 有 去 出 划 湖 城市 而 井 窒 和 丁 。 

[21 前 者 是 外 观 上 直接 草 造 市 区 , 喜 荐 称 汶 下 接 城 市 化 ;向 后 者 则 表现 了 地 起 的 

进化 . 故 和 著称 为 问 攻 起 市 化 。 具 职能 型 城市 化 的 角 认 来 看 , 一 个 裕 有 上 干杯 

道 的 市 区 , 并 未 见 得 比 有 上 下 求 间 的 安村 更 为 “城市 化 "【〈 又 阅 寺 洪 忆 、 宁 机 

后 :城中 地 理 概 论 3》,38 一 39 驳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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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058T 一 0581 1 府 必 竟 到 问 人 番台 蕴 晤 

(前 者 通常 比 后 者 大 ), 但 是 从 性 质 上 来 说 “ 城 与 “镇 " 并 无 一 

致 , 国 此 在 英文 中 “镇 ”(wn) 也 党 用 作 “ 焉 或 镇 (towns or 

ciies) 的 代称 ， 以 区 别 于 农村 (the countm); 而 城市 化 

(urbanization) 也 就 是 农村 地 区 《mural arcal 的 届 民 移 人 城镇 

towns or cities) 的 过 程 011。 在 当代 中 国 , 对 于 ”城市 "与 “市 镇 ” 

的 一 般 理 解 天 体 上 也 如 此 。 按 照 最 普通 的 解释 ,城市 是 “入 口 

集中 、 工 商业 发 过 . 居民 入 非 安 业 人 口 为 主 的 地 区 , 道 常 是 局 

围 地 区 的 政治 、 经 济 .文化 中 心 ”, 集镇 是 “以 非 论 业 人 口 为 证 

的 . 比 城市 小 的 居民 区 ”, 而 “ 较 太 的 集镇 " 则 为 刷 镇 ;城市 与 集 

镇 全 起 来 称 为 城镇 [314。 从 以 上 这 些 解 炙 可 以 吾 到 :一 般 而 吾 ， 

所 谓 城市 , 通常 包括 城 与 镇 , 是 与 农村 相对 的 人 口 聚 尼 区 , 其 

主要 特点 是 人 1 比 单个 的 村 了 于 和 多， 并 且 拥 有 较 志 的 工商 业 场 

所 和 娱乐 .宗教 .文化 场所 。 盆 本 可 (Mark Blvin) 指出 :在 历史 

上 ,，: -个 “城市 ”feity) 就 是 一 个 “人 际 变 年 的 党 度 与 频 度 明显 

高 于 其 外 ”的 地 方 竹 城 市 "的 其 他 特征 (如 竞争 , 老 样 化 .选择 、 

[1 Prd dearadpeed Learners Tarfipnry 二 Parmrerl nphiJhe Forth etbon ， 

1998》 鸭 city 上 上 的 定 蜂 为 :arse ai inportant town", 汐 Iowam 下 的 征 实 其 

cetter 旺 fpuobalation thaf ip larger tihan avilage but smaller than a ety "性 是 在 

黄 适 中 ,rain 和 tw 常常 也 不作 细 瑟 的 民 耸 ,因此 towa 严 代 表 eitf 认 间 典 解 

释 nn 时 , 衣 席 词 特 . -个 椰 因 济 “towita or nifies esp -an contraatcd with pe coumr 

py”) ,也 正 央 如 此 ,在 英语 中 , 孝 市 地 起 (uran area) 也 外 拓 rity 和 town -者 在 

因 ， 故 读 词 旧 杰 brkhan 为 “是 ，aitaated in or living ia cify or town" ， 入 城 市 化 

furbanize》 消 “ephange eap-a Targl arealy tnts a towmlike area” 此 外 :该 问 眶 藉 关 区 

faulurb)y 沟 “【esp.residentail) 出 strinrf outside the wantral Pad of u buwm ur eity”。 

argsnmedEe JJnaerruqtromed kreuomarr 可 reiihr1996) 的 解释 也 营 丽 密 。 访 词典 对 

有 有关 二 条 解 炎 如 下 :Qity:a place Im whirh thrre are Inany housea ahops。 下 jaceen 

twDrk ，Plaues 吉它 ntertaimrel ，Place3a 吉 worqpip mc -and which ia HgRec 由 am 

有 trwn “Town: 日 plate where there are 日 jot 咱 housese， shops，Placecd buf work， 

Placess 圳 Entertairmenl，Places of worship etc in which People lire ang work- 得 

Lown 训 uaually larger than 呈 开 age at sirialler than 只 玉 于 7 ”3 [Jrhan: or 种 站 二 ar 

Fowm” iTbanizafon 1 the Proceaa by which tooke and maore PPople Nive in riticu ”< 

13] 上 《再 代 浊 请 语 典 扩 舟 条 机 ,2000 年 ) 布 关 词 洒 的 解 二 . 

二 388 



蝎 老 的 思想 、 专业 化 等 ， 也 往往 与 这 种 较 高 密度 与 频 度 的 人 

际 相 于 头 系 联系 在 一 起 ;: 此 外 , 也 正 因 如 此 ,所 以 “城市 "也 有 

较 多 的 江 施 (如 减 墙 .巡警 等 ) 以 控制 其 居民 111。 简 癌 之 ,城市 

之 不 同 于 农村 ,一 是 与 单个 农村 相 比 ,城市 的 居民 人 数 较 多 ， 

二 是 城市 中 居民 的 " 非 农 业 化 "程度 较 高 。 

上 述 的 定义 昌 然 简单 ， 却 包含 了 城市 这 - 柱 念 最 基本 

的 要 素 。 对 于 在 城乡 、 工 农 之 间 无 明确 界线 的 明 清 江南 来 

说 ， 这 个 最 简单 的 定 尽 可 以 说 是 最 有 用 的 定义 。 比 起 其 他 

证 和 多 定义 来 说 ， 这 个 定义 显得 比较 第 统 , 但 是 正 是 这 种 敌 

统 ， 才 使 得 它 能 够 跨越 时 空 ， 训 之 古今 中 外 而 和 皆 准 ， 因 前 

也 适用 于 江南 。 

柱 近 代 江 南 ， 一 个 市 和 镇 上 的 届 民 人 数 通 常 比 一 个 村 子 

中 的 司 民 人 数 案 ， 同 时 市 镇 居民 中 的 大 密 数 主要 是 从 事 农 

业 以 外 的 职 亚 司 。 此 外 ,还 有 相当 数量 的 工商 业 人 口 ,尽管 

冢 庭 居 作 在 附近 农村 ， 但 其 本 大 的 经 济 医 厌 却 主要 在 市 镇 

上 进行 131。 因 此 市 镇 工商 业 中 的 经 常 性 就 业 人 口 , 往 往 超过 

其 正式 居民 的 数 最 , 由 于 市 镇 居民 人 数 较 多 ,其 " 非 农 业 化 ” 

的 程 虚 较 高 ， 所 以 近代 江南 的 市 镇 属于 城市 地 区 而 非 农村 

Li Mark Elvin 2009]1 年 8 月 17 日 致 丰 京 作 寿 人 迟 ， 协 氏 并 指出 ,人 际 变 和 牢 !intcr 

attiann 加 etween huiman beingsy 有 很 地 形 区 ,如 商业 .礼仪 . 臣 沿 .思想 等 方面 的 

这 习 . 

L2z1 包 怖 席 . 际 跷 闻 儿 对 近代 江南 的 情况 ,把 江南 让 镇 区 分 为 " 嘉 弄 当 可 "和 "如 县 

类 型 " 随 种 ,前 者 主要 存在 于 菏 , 框 . 宫 一 府 上 县 杭 , 苦 一 府 可 部 ,而 后 育 则 冲 见 丁 

于 .镇 , 常 三 府 政 杭 , 淹 二 府 西 部 ， 前 者 人 口 的 非 套 业 化 竹 度 很 商 【 井 江 达 到 

双人 乞 强 ) ,而 后 者 人 旭 的 非 农业 化 程度 则 粒 低 ,在 时 此 至 不 到 20 侣 1 见 包 关 民 主 

编 必 江 南 市 镇 划 此 近代 命运 ? ,第 7 间 第 1 节 )。 因 此 在 市 铅 居 民 的 " 非 宜 业 作 ” 

本 平 者 而 , 在 江南 击 主 导 地 位 的 是 “ 嘉 吕 类 型 "。 而 在 这 种 党 型 的 市 镇 的 人 口 

中 ， 非 农业 入 口 " 所 目的 比重 非 沉 高 ., 亦 姑 坟 部 分 上 口 不 以 齐 农 业 劳 动 ， 

正 是 因 汶 如 此 . 岳 届 近代 江南 大 口 调查 显示 :在 帮 有 大 量 使 用 克 工 的 新 式 袁 

到 三 . 槐 芝 外 乒 等 近 民 全 他 的 江南 市 铺 人 口中 .性 比例 严重 失调 【风纪 伟 展 主 

编 节 江南 太 镭 玉 其 近代 命运 3 ,200 页 )。 

「3 

ay 

本 

译 崎 喇 盏 耳 避 网 守重 电 全 赔本 蕊 灯 润 济 攻 中 

399 乙 



和 EL) 证 尝 蝴 动 妆 部 珊 尚 山 

【OOs 洛 [ 

地 区 - 明 清 江南 的 情 总 也 与 此 相似 .首先 .就 一 般 情况 而 言 ， 

在 明 清 江南 ,被 称 为 “市 "或 “镇 ”的 居民 点 的 居民 人 数 , 比 起 

被 称 为 “村 "的 羽 民 点 的 居民 人 数 要 多 和 1]。 其 次 ,在 "市 "或 

“镇 ”的 居民 ， 从 事 工 商业 人 [1 的 比重 通常 超过 从 事 农 业 人 

上 1 的 比重 1213 再 次 , 明 清 (特别 蚌 清 ) 有 颇 人 数量 的 外 来 商人 

与 工 反 常住 江南 市 镇 031。 他 们 虽然 是 侨 局 市 镇 的 “常住 人 

口 ” ,但 孝 并 未 计 人 当地 户籍 !41。 因 此 依照 上 述 慰 准 , 明 清江 

南大 多 数 市 镇 当然 点 为 城市 地 区 。 

此 外 ， 失 市 秆 所 承担 的 功能 、 空 间 结 构 以 及 发 展 超 势 来 

看 , 明 清 【 特 则 是 清江 南大 事 数 市 镇 显然 也 属于 据 市 地 区 。 

在 珊 代 城市 研究 中 ,城市 的 功能 被 分 为 ” - 般 职 能 “和 “特殊 职 

能 ”( 或 “基本 职能 " 与" 非 基本 职能 两 类 ， 共 大 多 数 关 丁 明 

清江 . 南 市 镇 的 研究 来 看 ,市 镇 承担 了 上 述 城市 的 一 般 职 能 (或 

基本 职能 ) 中 的 大 多 数 [31。 在 空间 结 由 方面, 刘 石 厅 根 据 许 瓦 

1 三 树 上 指出 .在 明 请 江南 ,市 "的 居民 索 在 100 一 3t10 户 之 了 亲 , 亿 有 - 些 十 

30 一 1000 户 之 间 , 提 湖 数 较 少 -而 "镇 "的 局 属 一般 在 1900 户 以 上 .大 帮 可 于 

IO000 疡 左右 ! 欣 权 志 :明和 祖 江南 市 篇 探 隔 $.9 ,10 页 )， 与 此 相 封 妥 , "村 ” 

的 居民 一 般 在 190 户 以 下 。 

[321 ”参加 各 树 志 权时 清江 南 市 镇 探 巩 3 ,106 由。 此 让, 虽 鳅 有 相当 归 量 的 “中 “或 “ 畏 " 

的 居民 部 分 地 或 完全 地 共事 农业 ,也是 同时 电 有 下 洗 家 件 附 近 家 村 的 居民 在 这 些 

“市 “或 "镇 "里 进行 日 常 性 的 上 商业 活动 . 虽 樵 二 者 的 数 重 十 详 , 但 昔 少 可 以 部 分 

相 元 抵消 。 

[3] 在 基 些 市 转 里 ,外 米 上 AD 基 至 可 能 比 让 地 居民 和 还 要 地。 参阅 李 介 重 :《t 江 南 的 早期 

二 业 伦 半 .442 叶 二 25 页。 

[4] ”全 寻 在 明代 .苏州 吴县 .长 训 酚 民 有 正式 咏 类 的 届 贞 都 佣 监 附 网 上 图 或 里 (站 

镇 居民 慨 编 为 图 ,乡村 和 角 民 被 痢 为 里 1}, 必 须 分 权 盖 摧 。 阶 外 来 商人 1 主要 作 在 

府城 近郊 ) 虽 乓 人 数 浆 过 , 趟 应 和 机。 于 大 有 正式 户 藉 的 目地 居民 对 于 “" 投 黑 

土著 ,而 利 是 商 上 "的 现象 这 点 不 调 。 市 锁 上 的 情 虚 也 一 样 - 

[5] 所 订 一 般 职 能 ! 或 基本 职能 ). 指 的 是 每 -城市 都 必 荐 的 那 部 分 城市 职能 .如 

为 本 起居 民有 睛 务 的 南亚 ,服务 业 . 建筑 业 . 食 贞 舞 工 业 等 职 稻 , 以 亚 保 障 城市 

居 辐 安居 和 城市 适 营 正常 进行 的 那些 职能 【如 公用 事业 , 行政 机 闫 等 1 见于 

读 佑 . 宁 起 敏 城 市 地 理 慨 论 ?.344 一 34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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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 对 “ 完 分 成 色 的 城市 " 所 下 的 定义 对 江南 市 镇 进行 了 分 析 ， 

结论 是 “到 了 清 代 , 江南 许多 专业 住 市 镇 已 有 明显 的 中 央 性 

机 能 与 城市 生活 ,已 经 很 接近 "现代 的 都 市 了 ”01。 王 也 平 也 

对 江南 市 镇 的 构造 与 机 能 作 了 分 析 , 指 出“ 明 清 江南 地 区 的 许 

多 市 镇 , 无 论 其 规模 、 商 况 , 较 之 于 所 属 的 县 城 万 至 一 些 府 城 

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”[ 引 。 至 于 发 展 趋势 ,天 多 数学 者 的 研究 也 表 

明明 清江 南 市 镇 的 发 展 趋势 是 由 小 而 大 ， 出 集 市 性 质 的 地 方 

农产品 交易 声 所 逐渐 变 为 工商 业 发 达 的 专业 市 镇 。 因 此 明 清 

江南 大 多 数 市 秆 并 非 一 种 非 城 非 村 的 特殊 聚落 ， 而 应 属于 城 

市 地 区 。 

在 本 文 所 讨论 的 苏州 地 区 ， 上 述 情 况 比 在 江南 其 他 地 区 

更 为 明显 ， 区 此 我 们 有 充分 的 理由 把 苏州 地 区 的 市 镇 定位 为 

城市 地 区 , 

《三 ) 明 清江 南城 市 的 主要 类 型 

不 同 的 城市 化 方式 产生 出 不 同类 型 的 城市 。 一 般 而 言 . 

城市 化 的 基本 形 共 有 两 种 ， :是 城市 范围 的 扩 太 ,一 是 城市 数 

站 的 增多 。 这 两 种 城市 化 基本 形式 的 最 终 产 物 , 厌 是 2 世纪 

[了 业 化 功 家 出 现 的 "特大 城市 "和 "巨大 城市 带 "， 就 明 清 江南 

的 情况 而 言 , 傅 衣 读 先生 所 指出 的 “ 苏 杭 型 “和 “新 兴工 商业 市 

镇 型 两 种 城市 发 展 方 式 ,从 某 种 意义 上 来 说 就 体现 了 这 两 种 

城市 化 的 基本 形式 。 从 城市 地 理学 的 租 度 来 看 , 明 清 江南 ” 苏 

习 型 “城市 本 “ 特 大 城市 “新 兴工 商业 市 镇 型 "城市 与 “巨大 

城市 带 之 间 , 虽然 其 有 本 原 的 差异 , 但 也 不 过 相似 之 处 。 因 

111 让 皇 才 过 明和 清 时 代 语 南 地 区 市 钙 之 角 证 分析 》。 

12] 王 工 平 才 明 清 时 期 江南 屿 市 中 研究 ,第 3 着 弟 3 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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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我 们 可 以 借用 现代 城市 化 研究 的 理论 和 方法 ， 来 分 析 明 清 

江南 城 市 化 的 情况 。 

1.“ 苏 杭 型 "城市 与 “ 众 星 拱 月 "型 的 城市 发 展 

按照 包括 我 国 在 内 的 许 志 国 家 今天 所 使 用 的 城市 分 组 标 

准 , 人 口 在 100 万 册 上 的 城市 锌 称 为 "特大 城市 "从 地 域 结 构 上 

来 看 ,这 种 特大 城市 通 涡 包括 两 个 部 分 , 即 已 经 实现 入 观 城市 化 

的 市 区 ， 以 及 城市 化 正在 进行 中 并 与 市 区 联系 炳 移 的 吸引 区 。 

在 特 天 城市 的 远郊 区 往往 有 不 少 中 小 城镇 ， 它 们 在 了 束 能 上 与 特 

人 城市 保持 联系 ,在 地 万 上 则 环绕 特大 城市 分 布 , 因 此 被 称 为 特 

大 城市 的 卫星 城市 ll。 虽 然 这 些 卫星 城市 有 的 相对 独立 , 有 的 

更 多 恢 附 母 市 赔 ,但 是 它们 与 母 市 之 间 的 联系 极为 紧密 ,并 在 职 

能 上 有 分 工 , 因 此 不能 把 这 些 城镇 视 为 独立 的 城市 。 

从 本 文 后 面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到 : 明 清 时 期 苏州 的 城市 化 进 

程 ,是 以 -个 天 城市 (府城 ) 为 中 心 . 面 以 部 区 市 镇 为 延伸 的 城 

市 扩张 。 这 种 方式 与 上 述 “ 特 大 城市 "型 的 城市 化 方式 之 间 是 

有 类 似 之 处 ,这 里 我 们 站 称 之 为 "的 屋 拱 月 "型 的 城市 发 展 。 

2…“ 新 兴工 商业 市 镇 型 ”城市 与 “群芳 争 夏 ”型 的 城市 

发 展 

今天 的 城市 地 理学 中 的 “巨大 城市 带 ", 指 的 是 城市 而 度 

集中 ,致使 这 些 地 区 的 城市 职能 十 从 强 大 ,城市 之 间 的 农田 从 

111 于 举人 必 . 宁 不 阁 六 起 市 地 理 福 沦 》,304- 一 306 中. 此 外 , 接 晤 1988 年 版 的 & 太 黄 

百科 全 书 儿 【Encyclopedia 再 imiea ，ihc inulimedia edition) 的 解 二 ， 卫 时 城市 

faatelljtesy 指 位 于 -个 太 凡 市 附近 .但 本 与 夫 城 市 相连 接 的 独立 的 城市 杜 区 。 

131 宝 水 世上 失误 音 独立 的 刁 尼 城市 称 为 条 概 卫 星 披 {1 Positive Serelhite Ciry), 将 舍 附 

于 母 市 角 册 昔 减 市 称 为 消 桶 且 星 城 【NegaHive Satecllite Pity)【 扼 阅 于 法 起 . 个 越 

般 : 城 市 地 理 概 论 3》 ,306 而 1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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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 带 日 河 模 糊 , 焉 市 地 域 相 互 束 延 , 甚 至 连 成 . - 片 。“ 巨 大 城 

市 带 主要 由 两 种 地 域 组 成 ,一 种 是 城市 的 建成 区 ， -种 是 城 

市 化 正在 星 盛 进行 的 地 区 ,在 这 里 , 传统 的 农业 区 面积 已 经 

不 大 ,职能 作用 也 不 显著 111。 这 种 "巨大 城市 带 " 公 存在 于 今 

天 了 欧美 和 口 本 少数 地 区 , 但 是 规模 较 小 的 密集 城市 群 也 存在 

于 忆 界 许 志 二 方 。 这 种 城市 群 在 结构 上 与 “巨大 城市 带 * 不 么 

相似 之 处 ,因此 我 们 姑且 称 之 为 “中 小 城市 群 "., 位 于 这 种 “中 

小 城市 群 "中 的 城市 ,让 于 没有 一 个 大 城市 作为 核心 , 因此 被 

此 之 间 的 关系 师 不 同 于 特大 城 市 中 的 母 市 与 卫 城 市 之 间 

的 关系 : 

明 清 苏州 府 属 二 的 吴江 县 拥有 众多 的 市 镇 ， 其 中 一 些 

大 市 镇 在 人 口 数 晤 或 经 济 繁荣 程度 方面 都 超过 县 城 。 但 在 

吴江 县 糜 内 却 设 有 一 个 大 焉 市 作为 中 心 ， 困 此 由 众多 新 内 

市 镇 所 形成 的 城市 地 区 地 不 其 有 “中 内 性 ”的 特点 。 同 

时 ， 出 于 六 多 数 市 镇 在 机 能 上 往往 不 分 伯 促 ， 它 们 在 彼此 

之 间 也 贞 乏 “ 通 当 的 差异 ”。 因 此 这 些 市 镇 的 发 展 ， 导 致 

了 一 个 由 多 个 规模 、 性 质 和 功能 相近 的 中 小 城市 组 成 的 威 

市 群 的 形成 。 换 言 之 ,在 匡 江 县 。 城 市 化 进程 呈现 出 一 种 

伏 多 中 小 工商 业 城 市 相互 进 争 发 展 的 局 面 ， 我 们 站 称 之 为 

群 孝 争 析 ” 型 的 城市 发 展 。 这 种 “群芳 争 艳 ”型 的 城市 

发 展 也 存在 于 江南 的 松江 府 、 嘉 兴 府 等 地 。 铺 衣 伟 先生 在 

谈 到 “ 苏 杭 型 城市 ”发 展 的 同时 ， 也 提 到 江南 的 工商 业 市 

镇 的 发 展 ， 并 且 把 二 者 并 举 ， 作 为 与 “开封 型 城市 ”发 展 

的 对 立 困 。 这 是 站 有 深意 的 。 

因此 , 即使 是 在 明 清 江南 ( 基 至 是 在 明 清 苏州 府 ) 的 有 限 

范围 内 ， 世 存在 着 不 同 的 城市 化 方式 。 由 于 天 市 化 方式 的 差 

[1] 于 洪 虑 . 宁 越 敏 《4 撼 市 地 理 概 论 4.314 一 31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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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 , 思 形 成 了 不 阅 的 钴 市 类 型 。 而 苏州 城市 则 正 是 “ 苏 杭 型 ” 

城市 的 代表 。 

三 ”了 明 清 的 苏州 城市 :范围 与 特点 

在 对 明和 祖 江 南城 市 作出 了 是 关 之 后 ， 我 们 即 本 由 此 出 家 

来 确定 苏州 城市 的 具体 范围 与 特点 。 本 文 所 研究 的 苏州 城 

市 ,并 不 仅 限 于 苏州 府城 ,而 且 还 包 揪 位 于 部 区 的 许多 市 镇 。 

在 本 节 中 ， 我 们 要 人 谨 明 哪些 市 镇 可 以 被 划 和 人 苏州 城市 的 范 

围 。 此 外 ， 我 们 还 需要 对 与 苏州 城市 有 关 的 几 个 地 域 概 念 进 

行 辩 析 。 

(一 ) 苏 州 地 区 

本 文中 的 * 基 州 城市 "位 于 本 文 所 说 的 “苏州 地 区 ”, 后 者 

的 地 威 范围 即 明 清 苏州 府城 附 郭 县 所 辖 地 区 ， 大 致 相当 于 

1983 年 3 用工 日 实行 的 "市 管 县 "新 体制 下 的 "苏州 市 属 下 的 

“苏州 市 区 "I0。 此 地 区 上 内 的 行政 区 划 在 明 清 时 期 有 相当 大 的 

变化 。 具 体 而 言 ， 明 代 苏 州 府城 附 郭 县 仅 有 汪 其 与 长 洲 其 两 

有 旧 , 清 比 正 时 从 长 洲 县 中 析出 元 和 县 , 因此 附 吉 县 变 成 了 吴 、 

长 ,元 三 县 (以 下 在 谈 到 附 郭 县 时 , 均 以 清 代 情 帝 为 准 )。 租 是 

这 个 变化 对 于 苏州 府城 附 郭 有 具 的 实际 管辖 范围 并 无 劣 大 影 

[1 和 次 妥 1 名 3 年 3 月 1 有 实行 的 新 行政 建制 ,.“" 薄 州 市 " 辖区 州 市 区 玉带 于 、 小 

涡 、 本 仓 . 曲 山 . 吴 其 .吴江 六 县 (市 ); "苏州 市 区 " 则 包括 城区 ! 而 积 约 29 平 

太公 里 ) 与 部 区 (面积 约 890 平方 公里 ) 酚 郁 分 【 见 苏 州 市 地 方 击 编 著 委员 会 

编 六 苏州 市 志 》.I 一 129 页 )。 由 于 明 秆 的 苏州 府城 附 坦 县 所 稼 范 围 和 还 包 搬 吴 

且 . 困 此 比 现 在 的 “ 菏 州 市 区 "要 志 一 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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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 ,因此 可 以 说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扯 纪 中 ,苏州 地 区 的 地 域 

范围 没有 克 光 变化 . 吴 、 长 、 元 二 个 附 郭 昌 的 县 治 都 在 时 城 

中 ,但 此 外 还 管辖 有 从 多 的 乡村 和 市 镇 。 有 鉴于 此 , 耕 文 把 苏 

州 籽 区 分 为 央 个 部 分 ,一 是 府 厌 (包括 迁 伸 到 减 场 外 的 城厢 附 

加 ,天 体 棚 当 于 坝 齐 的 “苏州 市 民 " 轩 下 的 " 城 攻 "), 开 … 则 是 

上 时 城 附 坦 县 辖 上 的 乡村 与 市 镇 , 李 文 称 之 为 缉 区 (相当 于 现在 

的 ”苏州 市 区 辖 下 的 " 束 区 ”)。 

(二 ) 苏 州 城 市 

本 文 搞 说 的 明 清 苏 州 城 市 ， 包 括 府城 附 郭 县 管辖 范围 内 

的 所 有 “ 城 ” 与 “镇 ”。 大 体 而 言 ， 这 些 城镇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

部 分 . 一 是 “ 城 ” 即 府城 ， 画 -… 则 是 “镇 ” 即 们 于 郊区 的 诸 

多 市 镇 。 府 城 不 仅 是 苏州 巡抚 的 驻 节 之 地 和 苏州 府 府 治之 所 

在 ， 而 且 吴 、 长 、 元 二 个 附 郭 县 的 县 治 也 都 设 在 其 内 。 换 言 

之 ， 苏 州 府城 是 淹 、 府 、 县 三 级 行政 中 心 共 同 所 在 的 城市 。 

由 于 三 级 行政 中 心 都 集中 在 同 -城内 ， 因 此 按照 过 去 的 看 法 

来 说 是 一 个 “政治 性 城市 ”， 并 因此 而 有 具有 “政治 性 城市 ” 

的 主 昌 特 行 一 一 域 墙 。 不 过 自明 代 后 期 起 ， 城 请 居 员 区 酸 

了 城墙 的 限制 ， 向 外 不 断 拉 展 ， 形 成 城墙 之 外 的 居民 区 。 这 

个 居民 区 在 姑 国 时 找 的 行政 区 划 中 被 称 广 “ 城 霖 附 郭 ”， 本 

文 册 语 用 此 称谓 。 因 此 如 昌 作 进一步 的 网 分 ， 府 域 叉 包括 城 

内 和 城中 附 郭 两 个 部 分 01。 了 内 府城 外 ,在 匡 、 长 .元 三 县 的 管 

转 范 围 肉 还 有 数目 不 等 的 市 镇 。 在 本 文 由 ,把 这 些 市 镇 称 为 

郊区 市 镇 。 

站 《现代 汪 谐 间 典 ?对 这 几 个 概念 的 解释 是 :市 区 :属于 城市 范围 的 地 区 ,一 般 
上 上 上 亚 房 屋 建 筑 比 较 集 中 " ;城区 : 栋 旦 和 车 城 的 地 区 ! 区 别 于 部 区 ) 入 冰 

区 :着 市 周 负 在 行政 管 辅 上 才 这 个 城市 的 册 区 ”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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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和 济 削 到 问 台 台 辈 翰 

| 全 et 

因此 , 明 清 苏州 的 城市 地 区 , 就 由 府城 (包括 吉 内 和 城 晒 

附 郭 ) 与 郊区 市 镇 两 个 部 分 组 成 。 为 了 商 便 起 页, 在 杰 文 中 把 

府城 城 轩 及 城 霖 附 郭 台 起 来 简称 为 “ 城 ”, 而 把 邵 区 市 镇 简称 

为 "镇 ,二 者 合 起 来 统称 “城市 "。 

《三 ) 以 苏州 城 为 中 心 的 行政 地 区 和 

苏州 城 的 商业 腹地 

在 苏州 城市 中 赋 究 中 ， 还 有 两 个 相关 的 地 域 概 合 需要 弄 

铺 。 即 :(]) 以 苏州 城 为 中 心 的 行政 地 区 ;2 苏州 城 的 商 亚 腹 

上 地。 它们 与 本 立 所 说 的 苏州 威 市 有 密切 联系 ， 但 在 地 上 范 围 

上 却 颇 不 相同 。 

1. 以 苏州 城 为 中 心 的 行政 地 区 : 由 于 明 清 苏州 城 是 多 

个 行 卜 中 心 的 所 在 地 ， 国 此 以 苏州 府城 为 中心 的 行政 她 

区 ， 也 包括 了 直上 上 而 下 的 3 个 层级 ， 即 苏州 巡抚 治理 下 的 

苏 南 地 区 .苏州 府 以 及 英 .长 .元 三 附 郭 芭 .在 这 二 行 政 

地 区 中 ， 前 两 个 地 区 自 不 必 议 ， 即 使 是 最 后 :个 地 区 《部 

吴 、 长 、 元 三 附 郭 有 其 )， 地 域 范 围 也 比 苏州 天 市 的 地 城 范围 

大 ,因为 在 此 范 瑟 内 ,除了 城市 邮 区 外 ,还 有 面积 更 大 的 乡 

村 地 区 。 

2. 苏州 城 的 商业 由 地 : 一 个 城市 的 商业 腹地 ， 指 的 

是 其 商业 功能 所 及 的 地 区 。 明 中 叶 至 清 中 叶 苏 州 府城 的 

商业 刚 地 ， 几 小 而 大 ， 可 大 致 分 为 4 个 层级 : 最 直 玫 的 

是 苏州 府 辖 下 地 区 ; 其 次 是 整个 江南 地 区 ， 再 隐 是 施 坚 

雅 所 说 的 “长 江 下 游 经 济 巨 区 ”;， 最 后 ， 和 作为 明 中 叶 至 

清 中 叶 中 国 最 大 的 商业 城市 ， 苏 州 的 商业 功能 覆盖 了 中 

国 最 主要 的 经 入 地 区 ， 因 此 其 商业 腹地 也 包 揪 了 中 国 的 

昌 396 



大 部 分 11。 这 样 ， 苏 州 府城 的 商业 腹地 的 地 域 范围 ， 还 

比 苏 州 城市 的 地 域 邦 围 大 . 

由 上 可 ， 以 苏州 城 为 中 心 的 行政 地 区 和 苏州 城 的 商 

业 腹 地 , 在 地 域 范 围 上 方面 都 与 苏州 城市 不 同 。 交 先 , 前 呐 个 

地 区 都 具有 密 重 层级 ， 其 地 域 范 围 依 不 同 的 层级 而 有 很 大 

差别 ， 而 苏州 城市 的 地 域 范围 二 是 确定 的 。 其 次 ,不 论 从 哪 

一 个 层级 来 说 ， 前 两 个 地 区 的 地 威 范 围 都 出 苏州 城市 的 地 

域 范围 大 。 人 也 是 这 三 个 地 域 概 念 相 互 之 同志 有 着 密切 的 天 

系 . 这 种 关系 主要 表现 为 这 二 个 概念 都 以 办 州 府城 为 中 

心 。 换言之 ,苏州 府城 不 仅 是 苏州 城市 的 核心 , 而且 也 厅 其 

不 同 层级 的 地 区 的 商业 中 心 和 行政 中 心 的 第 色 。 这 -点 ,对 

于 苏州 城市 的 变化 也 有 重要 影响 ,在 研究 苏州 城市 变化 时 

不 可 忽视 。 

(四 ) 作 为 “特大 城市 "的 苏州 城市 

如 前 所 述 , 明 清 时 期 苏 杭 型 城市 的 发 展 , 旺 以 一 个 大 城市 

为 中 心 ,而 以 郊区 市 镇 为 延伸 的 城市 扩张 .英国 地 理学 家 过 肯 
森 (R.E.Dicekinsony 在 对 你 才 了 欧洲 城市 进行 考察 后 , 于 1947 年 

吕 册 城市 地 瑾 结构 的 “一 地带 "学 说 , 即 -个 城市 由 中 央 地 带 、 

中 间 地 带 和 镍 缘 地 带 组 成 (1。 明 清 苏 州 府城 城内 . 城 亲 附 郭 、 

郊区 市 镇 三 者 的 关系 ， 颇 类 似 于 这 三 个 地 带 之 间 的 关系 。 因 

此 它 太 都 认 当 是 一 个 特 夫 城市 的 不 同 组 成 部 分 。 由 此 而 言 ， 

虽然 特大 城市 的 出 现 本 是 一 种 现代 的 现象 ， 但 是 从 某 种 意 久 

上 来 说 , 明 清 苏 州 的 城市 是 一 个 以 府城 {《 包 括 城中 附 郭 ) 为 中 

11j 美 于 后 两 个 地 区 , 见 必 可 illiarnm SEEinasc: 贡 arkeling SSy7ettme bd 我 <Eiolixal 

romornies: 了 heir Sruxeture and DeyetopTmentu 

[21 于 洗 策 . 末 走 和 酝 城市 地 理 福 话 ,132 丰 ， 

_ 亿 叶 寸 落果 调 六 发 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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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站 由 一 QT 有 琳 鹏 到 六 部 邢 示 岗 

心 、 凡 部 区 市 镇 为 外 延 的 特大 城市 。 下 而 我 们 就 从 不 同 的 方 

面 来 看 春情 况 是 否 妇 此 。 

1. 人 日 数量 : 如 下 节 所 述 , 苏州 府城 《城内 该 碱 厢 附 卷 ) 

的 大 日 ,在 清 代 中 期 已 超过 100 万 。 机 上 部 区 市 镇 的 人 口 , 则 

城市 人 门 达到 1$0 万 人 以 上 -即使 按照 令 日 的 标准 来 看 ,这 也 

已 是 一 个 特大 城市 。 从 此 意 关 上 来 说 ， 明 代 中 期 侍 淹 代 中 期 

苏州 城市 的 发 展 太 向 ,就 是 一 个 疝 特 大 城市 发 展 的 上 广 同 。 

2. 人 口 密度 : 1!820 年 苏州 由 区 【府城 与 郊区 ) 的 人 日 窗 

度 , 约 全 每 平方 公里 1540 人 [I1。 耐 据 民 国 时 代 的 统计 ,1929 

年 苏州 威 区 及 城 遇 附 郭 的 人 口 窗 度 尚 不 及 每 平方 公里 1500 

大 左右 L231.。 按照 民国 时 代 的 标准 ,1820 年 苏州 府城 及 郊区 都 

属于 同一 城市 ,并 因此 而 形成 一 个 远 比 民国 时 代 苏 州 为 大 的 

城市 。 

3. 城市 内 部 的 联系 :在 工业 革命 以 前 的 欧洲 ,城市 各 个 

组 成 部 分 之 问 的 渔 通 主要 人 靠 步 行 ， 故 有 “步行 城市 

(pedestrian city) 之 称 -。 由 于 交通 和 不便 , 因此 眶 市 的 平面 形状 

和 部 门 布 站 都 出 较 集 中 。 但 是 在 水 运 方 便 的 地 区 ,情况 区 有 

所 和 不同 。 如 后 断 示 , 清 代 中 期 苏州 府城 附 吝 三 县 共有 市 镇 3 站 

个 。 其 中 与 府 碱 之 间 的 距离 在 20 里 以 内 的 市 镇 有 10 个 , 占 

市 镇 总 数 的 38; 臣 离 在 25 里 以 内 者 有 12 个 , 占 市 镇 总数 

的 和 柏 免 ;上 距 离 在 4 里 以 内 者 有 18 个 . 占 市 镇 总 数 的 扣 禹 ;而 

曰 离 在 80 里 以 上 者 仅 有 3 个 , 主 市 镇 总 数 的 11 名。 换 记 之 ， 

与 府城 之 间 揭 距离 , 近 40% 揭 市 镇 在 20 里 办, 近 一 半 的 市 

镇 在 25 星座 ,而 近 10 名 的 市 镇 在 和 里 以 内 。 这 几 个 具 离 意 

味 着 什么 呢 ? 

站 大 口 密度 数字 见 刘 吾 吉 民明 请 对 代 江 羡 地 区 市 镇 之 数量 分 折 》, 原 为 英制 , 山 折 
为 公制 ， 

121 贡 州 市 地 方志 编 村 委员 会 编 交 苏州 市 击 》,I 一 1238 点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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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 ,现代 城市 地 理学 家 常 以 到 母 市 中 心 区 耗 用 5 个 小 

时 【 杰 行 与 利用 会 巷 变 通 的 时 间 之 和 ) 为 标准 , 将 大 城市 部 区 

划分 为 里 圈 和 外 圈 ， 而 位 于 不 同位 置 的 卫星 城市 也 因此 分 为 

“里 剧 了 星城 市 "和 ”外 圈 卫 星城 市 ?11i。 好 果 我 们 也 以 是 离 府 

城 5 小 时 的 步 程 《 即 大 约 25 里 ) 为 标准 中. 则 苏州 郊 区 近 一 半 

的 市 镇 都 在 此 范围 内 。 由 十 "里 圈 " 中 集中 了 过 一 半 的 市 镇 , 因 

此 苏州 郊区 市 镇 的 分 布 形态 与 现代 特 天 城市 的 卫 量 城 市 的 分 

布 形态 昭 为 相似。 

其 次 ,苏州 二 区 位 于 江南 永 疯 的 目 心 地 带 , 各 主要 水 路 像 

便捷 的 大 道 ， 把 郊区 市 镇 与 府 域 紧密 地 连 在 -起 。 江 南 船 行 

速度 ,货船 灰 约 是 每 日 知 里 131 ,客船 则 可 达 80 一 里 L41。 国 

101 于 洪 便 . 宁 趟 各 交 城市 地 理 概 论 #,308 页 。 

[2 依 巾 唐 开 元 七 年 .一 于 五 年 令 ，“ 诸 行程 : 马 日 七 十 理 , 步 攻 电 五 十 于 【人 在 

月 升 :雪人 全 朱 踪 》.602 一 的 3 页 :公式 全 第 一 十 一 }- 一 日 行路 和 里 ,步行 时 间 

外 40 小 时 计 , 则 地 2 时 行路 站 里 . 崩 生 尺度 与 明 清 相差 下 大 (1 困 寅 罗 中 国 历 

执 民 应考 $， BR - 89 让)， 具 此 上 述 规定 所 表现 的 顽 代 行路 回 麻 , 与 明 清 江 南 

的 行路 速度 应 当 也 相去 不 远 。 

[31 让 让 开 士 年 .二 十 五 年 信 规 定 : 永 程 : 重 船 关 流 , 启 日 岩 里 , 江 册 里 ,条 水 赂 五 

里 ; 室 船 : 厅 出 绊 - 江 五 上 里 , 余 水 关上 二 平 。 重 船 . 室 般 顺 流 . 这 日 -- 百 五 十 里 ， 

亲 求 士 十 蜂 -“( 人 井田 升 :二 良 他 搞 遂 60 一 的 页, 公开信 第 .二 一 ? 换 吉 

之 ,在 黄 疝 . 枚 江 之 外 的 水 域 中 , 重 船 道 流 上 日 行 恒 里 , 阐 钊 和 里 (中 将 海 52.5 

甲 1;: 重 船 与 空 船 盯 沪 ,部 是 日 行 ?9 里， 车 均 以 重 船 计 . 闭 入 与 条 启 平均 日 行 

5 里 :者 重 船 1 中 娄 ) 与 空 船 襄 计 , 则 赣 六 与 顾 流 平 日 行 6 里 。 史 , 接 照 定 入 

苹 运 的 给 定 ,在 新 江 至 出 也 的 支 运 和 河 航 妈 上 .,“ 重 运 ”( 席 盐湖 洲 ) 行 船 丙 流失 

日 媳 里 .逆流 每 日 20 坚 (地 六 治 .这 友 新 :和 清 代 簿 去?》, 中 华 书 局 ，1995 年 ， 

152 出 ) , 道 访 与 大 和 意 音 计 ,平均 日 行 押 电光 回 宣 "行船 如 度 则 更 快 于 此 。 东 州 

一 带 首 航 总 上 水 访 平 稳 ,行船 渭 有 族 意 有 过 阅 . 穿 起 大 扩大 和 柯 等 半 题 ,因此 行 

船 速 度 膛 会 快 一 些 . 各 种 货船 音 计 ,每 日 行 30 一 和 对 芝 以 中 糙 为 40 至 计 )， 

应 是 常情 。 

[41 例如 ,和 检 瑟 容 于 崇 相 九 咎 世 月 一 二 一 日 上 午 从 无 锡 出 发 ， 翌 晚 驶 到 了 苏州 弄 

朱 《 据 黄 江 :天 下 水 陆路 虱 少 短 七 , 自 无 解 至 虎 斤 水 路 听 昔 1 -上 三 日 上 午 

【不 其 获 闪 7 从 商 门 发 舟 , 者 晚 部 到 了 昆山 4390 里 }, 接着 航 行 十 祭 里 , 法 到 

内 村 , 线 司 过 青 阳 江 。 见 《和 检 重 客 薄 记 校 注 j116.159 下。 

尘 潮 全 后 嫩 训 网 盏 壬 唱 . 疏 潮 十 落 归 油 涉 谨 晶 

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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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 一 在 21 和 下 网 到 部 油 旨 病 

此 风 客 筋 而 言 ,所 有 的 市 镇 都 在 :月 的 航程 之 内 ;而 从 货船 而 . 

言 ， 近 70 旬 的 市 镇 与 府 焉 之 间 的 距离 都 在 一 日 的 航程 之 内 ， 

而 大 药 40 驶 的 市 镇 与 府 焉 的 听 离 更 在 半日 航程 之 内 :, 作为 对 

申 , 以 厌 墙 为 限 的 苏州 府城 .南北 长 12 里 ,东西 长 9 里 ， 城内 

主要 货运 也 依靠 水 运 , 但 城内 河 章 狭 窑 , 桥梁 林立 , 通行 能 慷 

远 不 如 城 外 河道 。 自 明代 后 期 以 后 城内 河道 洲 塞 日 趋 严 重 ， 

航行 更 如 困难 ,从 位 于 府 扰 西 北部 的 间 门 到 位 于 府城 东南 部 

的 茜 门 ,或 者 从 位 于 东北 部 的 次 门 到 位 于 西南 部 的 盘 | ] ,实际 

航行 里 程 都 近 20 里 中 1 不 仪 如 此 ,让 于 城内 水 道 狭 窗 .区 通 拥 

挤 ,航行 时 常常 丰 得 不 在 * 墙 船 " 地 点 长 时 间 等 行 , 或 者 作 大 

度 绕 行 。 因 此 以 出 发 地 色目 的 地 ， 实 味 所 需 时 间 也 常常 要 一 

天 或 接近 一 天 。 换 言 之 ,从 大 多 数 郊 区 市 镇 到 府 威 , 所 需要 的 

时 间 | 与 以 府 城 的 一 角 到 另 -有 角 相 差 并 不 很 太 。 在 此 意义 上 而 

言 , 从 苏州 天 多 数 市 镇 运送 人 员 和 货物 到 府城 ,并 不 比 从 府 焉 

的 一 端 运 送 人 员 和 货物 到 另 一 映 更 耗 时 。 

4. 城市 各 部 分 之 闸 的 关系 : 许 瓦 葡 指 出 一 个 “充分 成 长 

的 威 市 ”的 主要 特征 ， 是 “其 内 部 结 柳 各 部 分 珍 现 出 适当 的 

差异 , 威 市 生活 的 发 展 也 达到 足够 的 广度 , 并 且 有 明显 的 中 

央 性 ”, 其 中 “最 重要 的 、 也 是 一 个 城市 成 立 所 必 备 的 . 即 是 

它 的 “中央 性 "机 能 ,. 亦 即 ' 中 点 影响 ” :城市 的 普通 机 能 对 于 

附近 的 岗地 【〈 亦 称 为 市 场 区 域 、 贸易 区 域 或 附属 区 域 、 服 务 

区 域 等 ) 有 密切 美 系 。 可 见 “中 央 性 "是 一 个 号 市 成 立 与 兴起 

的 必要 条 和 件 ,也 是 构成 城市 普通 机 能 的 要 项 "1 。 如 后 所 述 ， 

在 明 清 时 期 ， 苏 州 府城 与 大 部 分 郊区 市 镇 之 间 不 仅 存 在 - 

[11 据 黄 补 改天 下 水 陆路 程 9 卷 七 . 自 男 门 至 盘 门 水 赂 少 曲 , 盘 站 至 圭 门 也 是 9 

里 ,合计 1 和 里 。 

[3| 转 引 自 刘 石 青 民明 铺 时 杞 江南 地 区 市 依 之 数 重 分析 > 了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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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 以 府城 为 核心 的 “中央 恬 ”, 而 用 和 峙 城 和 各 个 市 镇 也 “表现 

册 适 当 的 差异 ”, 同 时 其 城市 普通 机 能 对 其 " 周 地 "也 有 密切 

关系 -. 因此 从 某 种 意 光 上 来 说 ,府城 与 大 部 分 郊区 市 镇 之 加 

的 关 条 . 颐 类 似 于 现代 特大 城市 鸣 厨 市 与 郊区 . 王 星城 市 之 

间 的 关系 。 

因 些 ,本文 基 于 中 清 苏 州 的 城市 变化 的 讨论 ， 其 对 象 怠 

不 仅 是 府城 城内 ， 而 且 也 和 包括 了 城 果 畦 肿 和 台 区 市 镇 。 

四 “上 明 清 苏 州 城市 的 地 变 化 

城市 变化 ,首先 是 指 城市 的 地 域 变化 。 杰 节 探 讨 的 苏州 城 

市 的 地 域 变化 包括 两 个 方面 , 一 是 而 城 的 变化 ,一 是 部 区 市 镇 

的 变化 。 在 本 文 所 研 帘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城市 在 这 两 方面 发 

生 了 什么 样 的 变化 昵 ? 下 面 分 而 论 之 。 

《一 ?府城 的 好 理 变 北 

在 明代 以 前 ,苏州 府城 的 范围 大 致 以 城墙 为 限 。 自 春秋 末 

期 吴 王 净 间 扩 筑 站 苏 城 以 来 〈 特 别 是 自 填 代 以 素 )， 苏 州 城墙 

长 度 变化 不 大 ,大 约 在 和 2- 一 47 里 之 条， 考虑 到 历代 度量 衡 的 

差异 ,大 致 在 22 一 23 公里 之 间 01.。 朋 初 重 如 修筑 的 苏州 城 , 南 

北 长 12 里 ,东西 宽 9 里 , 周 4 里 61。 嘉靖 三 十 八 年 时 ,吴县 知 

县 曹 自 守 说 本 苏 城 横 五 里, 纵 七 里 , 周 环 则 四 二 有 五 里 。"13] 康 

[1 谭 赴 山 : 4 本 名 流 城 开发 措 源 ,195 页 ;于 荆 平 : 明 销 时 期 江南 城市 贝 斌 究 》， 

54 吐 。 

[3231 焉 未 综 区 苏州 的 谈 迁 和 发 殿 闻 。 

[3] 曹 上 种 守 交 吴县 赴 图 遍 》. 

40] 硬 

尘 计 下定 奸 通 有 机 盏 乔 醒 . 

六 考 可 基 遇 油 站 层 H 



10s81 -or 了 过 测 避 辣 睛 露 贴 

申 初 年 苏州 巡抚 韩 直 瑚 改 策 苏州 城墙 ,周遭 仍 为 43 里 -内 此 

如 采 人 多 以 磊 场 为 限 来 看 苏州 府城 的 地 域 变化 ,那么 可 以 谋 愉 

域 面积 一 直 没 有 允 关 变化。 但 是 如 果 把 城址 附 郭 包括 在 内 ， 

情况 则 大 不 一 样 。 嘉 铺 时 曹 自 守 已 说 道 : “网 , 霄 、 稚 三 门 外 

附 郭 -。 自 悄 太 介 ,图 通 而 西 , 访 会 顶 比 , 列 等 城中 。 ”1 

特 出 是 内 门 一 带 , 崇祯 时 人 王 心 一 说 :和 营 出 间 市 , 见 错 绣 连 

云 , 符 摩 虎 击 。 概 江 之 般 笛 衡 尾 , 南 疙 之 货物 如 员 , 则 谓 此 讽 

江南 - -都 会 也 。”121 正 是 因为 明代 后 期 城 霜 附 郭 的 居民 人 数 

已 很 多 ,因此 在 任 患 时 ,“ 议 者 和 谷 于 城 外 更 筑 - 城 , 人 已 恕 半 

壁 , 以 附 大 城 "131。 虽然 此 事 最 终 未 成 ,但 也 可 锡 闪 门 外 确 

已 经 变 成 府城 的 一 个 延伸 部 分 ， 其 范围 已 经 不 小 。 到 了 清 

代 ， 城 雯 外 的 居住 区 进 : 旧 扩 大。 康 避 时 ,， 据 孙 嘉 答 所 中 ， 

“ 闻 门 内 外 ,局 贷 山 积 , 行 人 流水 , 列 肆 招牌 , 灿 若 云锦 , 司 其 

繁华 , 者 门 不 录 "641。 不 忆 如 此 , 赂 门 外 的 商业 区 已 与 枫 桥 

镇 连 成 一 片 ,延绵 20 里 之 长 131。 当 地 的 虹桥 纪 妹 后 “城内 

外 从 桥 而 达 前 日 不 下 亿 帮 ,和 捧 悉 咱 租 争 渡 ,人 负 归 赛 夫 则 望 洋 

而 叹 "!61。 再 域 的 茶 门 .关门 外 ,在 芝 隆 初 年 还 是 人 烟 帮 牙 

之 地 , 但 是 到 了 蓝 放 后 期 却 己 是 “万 家 烟火 ",“ 人 居 役 密 ”， 

“地 值 于 金 "171。 因此 这 时 府城 的 实际 面积 , 重 是 太太 超过 城 

增 内 的 面积 。 

这 里 还 要 指出 的 是 , 在 这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府城 不 公 才 

太 到 了 域 增 之 外 , 而 且 城 内 空间 也 发生 了 很 大 牵 化 。 明 初 苏 

[1] 厚 肯 中 :吴县 城 图 说 - 

[31 某 补 # 电 上 且 志 ? 首 垄 王 心 一 序 

13] 和 彰 自 定 交 吴县 城 图 说 3 

[41 种 豆 竹 性 南 游记 # 疮 -…， 

15] 麻 敬 4 松江 所 志 # 移 五 十 四 中 于 :天 夯 至 枫 桥 , 列 市 -- 十 籽 - 

[5j 网 莘 苏 州 府 志 # 寺 三 十 一 桥架 - 

f71 ， 遇 公 泡 过 请 虎 责 记 摘 不 3 中。 



州 城内 衔 市 还 比较 稀 朴 .15 世纪 后 期 苏州 人 王 畸 说 :“ 吴 中 素 

号 繁华 , 自 张 氏 之 据 , 天 兵 所 临 , 虽 不 致 导 革 ,人 民 迁 徙 , 实 三 

都 ,成 远方 者 相 练 ,至 营 籍 教 态 , 包 申 薄 然 ,生计 鲜 薄 ,过 者 增 

感 。 上 正统、 天 顺 间 ,余党 人 碱 , 咸 谓 稍 复 就 上 昌 , 然 狐 未 盛 也 。 "但 

是 自 成 化 以 后 ,“* 观 美 月 增 , 间 间 辐 辕 , 绩 相 林 处, 厌 隅 濠 股 ， 

亭 馆 布 列 , 略 无 孙 地 "01. 莫 呈 也 说 :苏州 府 匡 “ 治 雄 = 罕 , 城 

连 万 维 , 列 塌 遂 税 , 华 区 锦 媳 , 坊 市 慌 列 , 桥 染 怖 比 ， 罗 当 迁 

宇 , 高 门 晶 第 "51。 但 是 直到 嘉靖 时 , 府 左 内 的 东 . 北 两 个 部 

分 还 有 际 地 ,因此 曹 自 守 岗 :“ 公 置 官 室 以 逮 商 贾 多 于 西 , 故 

东 旷 西 狭 , 俗 亦 西 文 于 东 也 。…… 在 城 之 图 ,以 南北 为 导 , 各 

分 元 享 利 贞 , 以 统 部 居 员 。 南 叶 莽 不及 北 , 以 地 有 间隙 , 稍 远 

市 座 .。 "131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不仅 府 威 内 已 *“ 房 满 为 思 " ,就 连城 

墙 之 外 的 近 部 也 变 得 略 无 阶地 。 位 处 城西 的 赣 门 内 外 ,“ 届 

货 而 积 , 行 人 水 流 , 列 奎 招牌, 吉 若 云锦 。 语 共 繁 华 ,都 门 不 

速 "I41。 就 是 原来 人 比较 称 朴 的 着 .类 门 外 的 东部 近郊 ,情况 

也 者 如 此 - 

由 天 府城 内 外 各 种 建筑 物 大 量 增 加 ， 建 筑 用 地 有 日 渐 减 

少 ， 因 此 民居 侵占 城内 河道 以 及 居民 扫 弃 垃圾 废物 导致 河道 

流 塞 现象 也 有 惫 严 重 。 这 一 点 ， 崇 祯 王 年 鞭 县 逢 县 陈 文 瑞 在 

浚 治 县 前 河 时 已 说 得 很 清楚 :* 河 形 尽 被 居民 填 占 瘟 房 ， - 遇 

漂 濠 ，| 县 | 治 前 如 活 。”05 乾 降 : 一 年 以 后 约 有 卑 个 世纪 

未 曾 滩 河 ,* 冲 多 瑟 屋 营 枸 ， 跨 越 仇 通 ， 且 烟火 桐 密 ， 梯 河 陈 

因 "， 因 而 “所 谓 四 经 三 纬 之 水 道 ， 汶 塞 过 半 。 共 他 小 港 断 流 ， 

[1 王 铺 手柄 夯 订 记 ?着 志 “ 吴 中 近年 之 盛 。 

[1231 莫 日 过 苏州 因 江 旺 于 同 箭 苏州 府 击 # 兰 一 焉 域 )。 

[31 曹 自 守 晤 县 城 图 说 

14】 和 孙 遍 答 罗 南 训 记 》。 

151 问 褒 g 苏 州 府 志 # 汰 十 水 利 一 。 

403 各 

.六 彰 填 若 是 油 由 层 上 

竺 诽 霸 时 了 寺 通 肌 平 种 西 



-人 zt11 骨 党 天 榭 首 放下 引 册 

【人 SS 

有 遂 成 半 陆 者 ”0 1。 有 鉴于 此 ,. 明 清 苏州 当局 多 次 疏 浅 河 

扎 - 据 王 上 平 统计 ,在 明和 治 六 年 (1493 年 ) 至 崇祯 三 年 

(1630 年 ?的 137 年 中 , 共 朴 小 城内 河 4 次 ( 纪 治 六 年 ,万历 

三 十 四 年 及 四 十 五 年 、 崇 慎 三 年 ); 而 在 清 康 息 四 上 和 八 年 

{1709 年 ) 至 道光 五 第 (1825 年 ) 的 116 年 中 , 共 朴 滩 了 次 

( 康 早 四 | 从 年 点 六 十 一 牛 、 雍 正六 年 、 乾 隆 四 年 及 二 一 

午 .嘉庆 一 年 .章光 五 年 )521。 换 站 之 ,在 明代 中 后 期 大 约 

34 年 蝴 滩 -次 ， 而 在 清 代 前 中 期 则 大 约 1 年 就 要 疲 深 一 

次 , 即 两 次 玻 波 之 间 的 间隔 时 间 缩 蝎 了 一 半 。 但 是 尽管 如 

此 ,苏州 城内 河道 的 诬 塞 依然 在 加 速 。 据 张 英 霖 统计 , 明 林 

清 初 苏 州 城内 水 道 氏 魔 为 7 一 归公 里 ， 介 到 了 清 代 大 量 

泌 塞 ,多 达 25 公 里 !31。 这 个 现象 ,深刻 地 反 申 了 府城 内 建 

侦 物 密度 的 增加 和 建 坊 空地 的 锁 减 。 这 种 锐 闫 的 实质 ,万 

是 焉 堪 之 内 的 “内 部 边 灶 ”(jnner frontier) 的 消除 。 这 也 充分 

志明 :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一 个 世纪 中 , 苏州 府城 的 建筑 密 庆 

有 了 明显 的 增加 。 

(二 ) 郊 区 市 镇 的 地 天 变 化 

苏州 郊区 市 镇 数量 ,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内 蛮 化 

很 天。 市 镇 总 数 ， 据 揭 树 志 统 计 ， 头 正德 时 的 14 个 增 至 

111 资 济 六 重 溉 苏州 芒 河 记 收 于 功 州 历史 博物 馆 编 : 副 清 蒜 州 工商 业 天 剂 

巢 》,.305 一 306 和 站)。 

[21 工 卫 半 明 清 夺 期 江南 城市 虫 研究 》,.165 页 。 

13j] 张 美 霖 关 协 州 广 城 本道. 桥梁 的 形成 其 其 价值 观 匀 转 引 自 王 下 平 :明生 时 期 

江南 城市 史 赋 究 》,.166 页 )。 



乾隆 上 时 的 26 个 LI ， 效 和 将 这 些 市 镇 及 其 与 肝 城 之 间 的 距离 

罗列 如 下 : 

[11 

明代 中 期 已 有 音 : 

1 .月 城市 一 一 疝 门 内 外 

2. 筑 塘 镇 一 府城 西南 13 里 

3 .新 郭 镇 一 一 府城 西南 15 电 

4. 横 金 镇 一 一 府城 西南 30 时 

5 木 泪 镇 -一 府城 西南 30 里 

6. 光 福 镇 一 一 府城 西南 50 里 

7. 社 下 镇 一 一 府城 西南 110 里 

8 、 黄 雪 市 一 一 府城 北 4 里 

5 . 相 城市 一 一 府城 东北 40 里 

10、 王 墓 市 一 一 府城 东 20 里 (又 名 五 墓 市 ) 

tt 再 出 市 一 一 府城 东南 20 里 

12、 甫 里 镇 一 一 府城 东 40 时 (又 名 才 直 镇 ) 

13. 陈 墓 镇 一 一 府城 东南 55 里 

14. 许 由 镇 一 一 府城 西北 25 里 (又 名 洲 坚 镇 ) 

《其 中 甫 里 系 长 沛 与 电 出 丁 县 合 治 ) 

清 代 中 期 新 增 者 : 

15、. 枫 桥 市 一 一 间 门 外 西 7 里 

16. 唐 请 镇 一 一 府城 东 22 里 

17 . 陆 墓 镇 一 一 府城 北 80 里 

18、 金 竖 镇 一 一 府城 西北 40 里 

僚 寸 源 娄 出师 发 上 H 

竺 潮 导 平和 医 半 册 干 壬 加 ， 

畦 树 志 :7 明 清 江南 市 镇 探 柚 ,全 一 好 .的 一 在 页。 如 氏 原 数 为 15 个 与 2 

个 . 但 其 中 各 插 了 在 府城 由 的 丸 市 。 因 为 在 城 出 的 市 不 属于 本 了 芝 市 镇 ， 夏 除 

去, 立 , 刘 五 吉 统 计 , 市 镇 总 灼 太 明代 中 期 至 清 伐 中 期 的 沽 个 世纪 内 ,其 16 个 

增 吉 到 了 25 个 ! 刘 五 吉 交 上 明 哺 时 代 江 南 地 区 市 久之 部 量 他 入?)。 们 是 其 中 包 

插 了 明 林 数学 ,因此 这 里 采用 杰 氏 数 子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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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858T 一 0 有 过 矢 到 问 明 涉 汗 内 

19、 户 至 镇 一 一 府城 西 站 45 里 

20. 故 口 镇 一 一 府城 北 18 里 

21 . 唯 亭 镇 一 一 府城 东 35 里 

22 .周庄 镇 一 一 府城 东南 70 里 

23 , 章 练 彰 镇 一 -府城 东 吕 里 

24 .新 部 镇 一 一 府城 西南 15 申 

25 . 响 镇 一 一 上 计 城 部 南 一 | 六 都 

26. 徐 诸 镇 一 一 府城 部 上 十 七 都 

【其 中 章 练 塘 镇 系 长 锅 .吴江 .青浦 三 县 合 治 ) 

由 上 上 可 和 狗 , 消 代 中 期 部 区 市 镇 的 增加 , 呈现 出 “全 方位 发 

展 ” 的 趋势 . 使 得 府城 西部 ( 包括 西南 和 西北 ) 的 市 镇 由 8 个 

增 训 到 11 个 ,东部 (5 包 插 东南 和 东北 ) 的 市 镇 从 4 个 增加 到 8 

个 ， 南 部 和 北部 的 市 镇 则 分 别人 共 0 个 和 工 个 增加 到 2 个 和 3 

个 .四 此 * 人 欢 星 拱 月 "的 局 面 变 得 更 加 清晰 .同时 ,在 新 增 的 12 

个 市 镇 中 ,有 8 个 位 于 下 离 府城 在 和 时 以 下 的 范围 内 (二 中 > 

个 更 位 于 城 彩 附 吝 ).， 这 意味 着 部 区 市 镇 与 峙 城 的 关系 更 加 

密 切 了 .， 

在 市 镇 数 最 增长 的 同时 ,市 镇 大 口 更 有 急剧 的 增加 ( 详 见 

下 节 )。 大 口 的 增加 意味 普 住 房 与 工作 场所 的 相应 增加 。 基 此 

市 镇 人 口 普 加 导致 了 市 镇 地 域 规模 明显 扩大。 这 可 愉 元 和 县 

属 下 的 叭 亭 、 周 诗 一 镇 ,长 洲 县 属 下 的 游 坚 镇 ,长 洲 与 屁 山 合 

治 的 甫 里 { 又 名 攻 直 .六 下) 镇 ,以 及 长 训 、 呈 江 .青浦 二 有 其 合 治 

的 章 练 塘 镇 的 情况 网 之 。 

唯 亭 在 明 中 时 由 前 ,“ 民 贫 答 梓 ,人缘 散 处 村 订 ”-。 到 了 

明代 后 期 发 展 成 为 具有 相当 规模 的 市 镇 ， 而 到 了 清 中 期 更 已 

是 “ 聚 庐 而 居 ， 人 十 稠密 ， 比 尾 万 家 "的 大 镇 了 LU。 镇 上 形成 

[11 道光 & 元 帮 唯 享 志 # 若 二 风 恪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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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面积 颇 大 的 商业 区 ， 分 布 于 上 塘 与 下 妨 之 东 市 、 中 市 、 虑 

市 。 周 庄 赵 到 明 末 还 是 “ 迁 肆 于 后 港 , 镇 西 多 坟墓 , 鲜 民 居 ”， 

尚 不 有 具备 一 个 市 镇 的 和 规模。 到 了 康 粤 时 , “东西 一 柚 惧 成 益 

阅 "， 而 后 更 发 展 为 一 个 大 镇 ， 有 东西 南北 四 轴 ， 市 街 长 达 3 

里 ,. 宽 2 时 111。 清 代 中 期 极 盛 时 ,镇 上 居民 近 5000 人， 户口、 

典 复 之 数 , 足 当 西 北 一 小 县 "214。 洲 人 悟 镇 在 万 历时 代 已 被 称 为 

“ 吴 中 一 天 镇 ”, 清 代 更 如 繁盛 “ 比 屋 连 蔓 , 街 衔 闻 嘻 , 杂 蝴 云 

下 ,说 半 鲜 次 "131。 十 里 到 明 林 才 发 展 成 镇 ,但 球 申 中 期 晾 惟 

中 修志 时 , 叫 是 “1 苏州 ] 府 东 巨 镇 , 首 推 六 直 ”，“ 姥 东 乡镇 , 惧 

六 直 为 首 著 "。 据 时 人 目击 , 该 镜 “ 和 灯火 万 家 , 云 树 区 花 ,市 麻 

逐条 . 拟 于 兰 铝 " [44，、 章 练 塘 镇 也 是 明 末 清 初 才 兴起 的 , 世 到 

乾隆 时 已 发 展 为 一 巨 镇 ， 民 居 社 密 , 百 货 有 其 备 ,其 届 丘 江 者 今 

几 王 家 ?151。 镇 东西 长 3 里 ,南北 宽 6 里 ,分 东 市 . 西 市 。 东 市 

为 闹市 区 ,街道 密布 ; 西 市 稍 了 ,全 街 道 也 不 少 [61.。 

此 外 的 - - 些 市 镇 ， 发 展 也 十 分 还 束 。 例 如 丘 县 的 月 城 和 

长 洲 其 的 枫 桥 . 山 增 , 虽然 被 称 为 “市 ,但 其 规模 不 亚 于 一 个 

大 镇 。 月 城市 在 明 中 叶 , 已 是 " 间 门 内 出 城 , 自 欧 桥 西 渡 僧 标 

南 分 为 市 ，…… 各 省 商 材 所 和 集 之 处 ”, 丽 到 了 清 中 时 ,更 是 “又 

有 南北 流 , 上 下 塘 ,为 市 尤 业 盛 [71。 枫 本 市 “在 城 外 , 离 治 数 

里 , 与 图 门 相 局”, 到 了 了 康 愉 时 已 是 “为 人 赃 积 贩 闹 之 所 会 归 ， 

“为 水 陆 孔 道 , 骸 贸 所 集 , 有 囊 米 市 ,没有 二 总 驻防 :中 1 ,以 后 

117 光绪 tt 癌 庄 乔 志 }? 卷 一 错 城 - 

12} 了 陶虹: 贞 志 里 席 申 见闻 间 ? 稚 上 。 

131 道光 kk 入 对 关 本 ?卷首 广 祥 让。 

[14] 于 居 引 吴 郡 ; 十 里 志 福 抄本 } 竺 表 上 全 呈 汤 抚 院 稿 y 皮 户 批 . 程 大 得 序 - 

15) 办 隆 吴江 其 去 着 四 铺 市 村 - 

[61 以 1 大 疝 鬼 树 志 :明湖 江南 市 镇 探 入 }.307 一 316 而 - 

[731 正德 4 关东 志 }》 学 十 只 各 部 ,上 隆 k 苏 州 育 志 } 沧 十 九 扣 郡 。 

18j 康 啤 《长 浏 其 志 》 耸 只 市 镇 , 民 图 4 拓 县 志 ? 郑 二 十 -多 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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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0858T 一 此 ZL 肖 汉 逢 和 到 妆 晶 地 淖 岗 

更 发 展 成 为 中 国 节 太 的 粮食 贸易 中 心 11。 出 塘 市 “在 城 外 , 电 

治 四 五 里 , 刀 虎 下 山 结 , 亦 与 则 1 相 联 属 ，…… 稍 积 商贾 业主 

枫 桥 . 面 川 广 诸 货 亦 骆 集 冉 ” 64。 在 这 些 市 上 ,商业 发 展 姑 此 

过 感 ,其 地 域 规模 当然 志 有 相应 的 攻 天。 

由 此 可 见 ,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一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城市 的 各 个 

组 成 部 分 , 不 论 是 府城 城内 还 是 城 晒 附 郭 , 或 老 是 郊区 市 镇 ， 

地 域 规模 都 有 明显 的 扩大 。 

五 ” 明 清 苏州 城市 的 人 口 变化 

道光 《苏州 府 志 》 着 十 说 晚 明 的 苏州 府 ，“ 聚 店 城 郭 背 十 

之 四 五 ,聚居 市 镇 者 十 之 三 四 , 散 处 乡村 者 上 之 一 一 ， 亦 即 

城市 人 11 占 到 全 府 人 口 的 十 分 之 作 毛 。 这 个 说 法 无 疑 有 伶 

天， 得 城市 人 口 在 苏州 府 总 大 口中 所 占 比 重 很 高 则 是 可 以 

肯定 的 。 苏 州 府 本 是 明 清 江南 域 市 化 水 平 最 高 之 处 ,而 苏州 

地 区 《! 即 吴 . 长 .元 三 县 ) 又 是 苏州 府内 城市 化 水 平 最 高 的 地 

区 。 介 是 仔细 来 看 ,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 苏州 城市 

人 FI 有 很 大 变化 - 对 于 这 个 变化 ,我 们 也 从 府城 与 部 区 市 镇 

两 个 方面 来 进行 考察 。 

(一 ) 附 城 的 人 已 变化 

明代 后 期 苏州 府城 (城内 及 城厢 附 郭 ) 大 口 的 数量 , 以 往 

学 天 的 估计 频 为 巧 于 ， 但 近来 曾 趋 一致。 例如 刘 石 吉 居 计 156 

111 安 部 摆 虑 欧洲 和合 需 给 所 研 究 一 大 正 虫 作业 下 焉 下 挛 - 章 9y。 

[2] 康 遇 4 长 训 县 志 郑 揪 市 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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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 末 有 府城 人 口 有 50 万 人 [LI11。 萌 树 基 在 其 较 近 的 研究 中 ,也 

估计 明代 后 期 的 苏州 城 居 民 可 能 超过 50 万 人 121. 清 代 的 府城 

和 人口 , 王 卫 平 估计 康 轩 时 应 在 70 万 厅 石 93; 嘉 . 道 时 , 据 时 人 

所 百 , 已 达 御 万 以 上 上 ,这 个 个 数 在 学 界 已 无 多 争 蒋 。 因 此 我 

们 可 以 认为 在 本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， 苏 州 府 城 的 人 口 大 

约 增加 了 一 倍 , 从 0 万 左 和 增加 到 100 多 万 。 

《二 郊区 市 镇 的 人 口 变化 

由 于 史籍 中 所 保存 的 市 镇 人 口 数 字 非 常 有 限 而 且 不 

很 明确 , 岗 此 要 依据 这 些 人 口 数 字 的 坟 星 记载 来 重建 明 清 

协 州 部 区 市 镇 的 人 口 数 量 并 以 些 为 据 观 察 人 口 的 变化 , 自 

然 非 常 林 难 。 这 里 我 们 将 采 几 两 种 不 同 的 方法 来 进行 考 

察 

1. 使 用 现存 明 清 记 载 推测 市 镇 人 口 及 其 变化 

史 系 中 保 和 着- 些 关 于 明和 祖 苏 州 郊 区 市 镇 人 呆 数 字 的 记 

载 ,其 数 攻 虽然 不 密 , 而 且 大 多 不 很 明确 , 但 毕竟 是 比较 直接 

的 记录 . 座 当 认真 加 以 分 析 , 然后 充分 利用 。 据 刘 石 吉 统 计 ， 

居民 户 数 在 1000 户 以 上 的 苏州 郊区 市 镇 有 2 个 , 即 吴 县 的 光 

福 镇 5 后 民 “ 阳 于 镇 老 干 余 户 ”) 和 元 和 县 的 周庄 镇 (居民 “不 太 

五 千 户 7) 时代 部 是 清 代 中 期 (月 者 是 道光 时 ,后 者 旦 嘉庆 . 道 

光 果 )。 此 外 刘 氏 还 指出 : 吴 有 其 枫 桥 镇 在 民国 初 年 有 1890 户 。 

该 镇 在 清 代 中 期 是 江南 最 大 的 米 谷 贸易 申 心 ， 国 此 其 极 虹 时 

[11 刘 石 吉水 明和 请 时 伐 江南 的 专业 市 场 ?》， 

[2] 万 刘 座 土 编 :# 中 国人 口 由 ?第 4 厌 ! 卜 树 基 执 笔 1.311 页 - 

131 土 刁 平 :明生 时 期 江南 城市 中 研 窑 ?》.62 页 。 

14] 访 商 :和 治 苏 3% 收 于 才 皇 朝 弃 世 广 编 ? 优 二 十 三 生 政 字 售 下) 

一 

1 二 上 上 rr 取 境 这 持 号 台风 平 匡 池 ， 怀 启 十 娄 灿 条 几 压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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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的 由 一 OH 济 蝴 末 丫 则 和 居 比 同 

代 的 人 口 应 当 多 于 氏 国 数字 。 还 有 些 大 篆 落 虽 名 称 不 叫 作 市 

镇 1 例如 局 入 时 吴 具 的 徐 坚 村 , 有 居民 3000 有余 户 ), 但 事实 上 

也 属于 市 镇 二。 除了 刘 氏 所 谈 玉 的 情况 外 , 还 可 从 明 清 呆 籍 

中 汰 现 - 些 史 料 ， 表 明 苏 州 部 区 市 镇 人 1 在 本 文 所 财 究 的 二 

个 世纪 中 有 明显 的 增加 。 例 如 查 练 塘 镇 , 明 林 徐霞客 路 过 时 ， 

见 到 该 镇 “ 亦 万 家 之 市 地 "021。 唯 部 镇 ,在 乾隆 时 代 已 是 * 比 层 

厂家 ”. 洲 墅 镇 ,在 万 现时 居民 已 达 数 干 家 ,人 清 之 后 更 赵 繁 业 ， 

因而 镇 上 居民 数量 肯定 更 多 131]。 赴 里 ( 芯 名 有 和 直 . 必 直 ) 在 明 术 

才 发 展 成 秆 ,但 全 了 康 原 中 期 ,镇 上 居民 已 有 1 一 2 万 户 141。 因 

此 仅 只 是 上 面 提 到 交往 .局 庄 、 概 桥 、 唯 曾 . 许 蜡 . 甫 里 等 6 个 

市 镇 , 清 代 中 期 盛 时 的 总 户 数 就 应 当 在 3 一 5 万 户 之 间 ,， 居民 

人 数 则 在 1S 一 5 万 之 则 。 从 其 他 关于 苏州 郑 区 市 镇 的 记载 来 

看 ,许多 市 镇 如 虎 丘 、 木 法 . 甫 星 ,. 陆 莫 . 陈 章 等 , 钊 了 请 代 中 期 

工商 业 都 十 分 繁荣 ,拥有 其 大 数量 的 工商 业 人 口 ,因此 其 市 镇 

人 1 数量 应 当 不 在 少数 。 这 里 旧 强 调 的 是 ， 以 上 有 关 苏 州 郊 

区 市 镇 的 人 口 数 字 ， 基 本 上 都 是 清 代 中 期 的 。 以 前 的 数字 林 

有 有 记载， 原因 人 概 是 以 前 居民 较 少 ， 因 此 林 能 引起 时 人 的 注 

意 。 这 也 表明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， 市 镇 人 口 确 有 明 

显 的 增加 。 

111 刘 石 吉 壹 明 清 时 代 江 南 地 区 市 神 之 数量 分 析 了 ， 

[2 和 除 宣 客 诈 记 以 证 ,118 页。 

131 对 阅 毁 鱼 志 明 清江 南 市 镇 积 懒 了 .250 页 。 

[4 库 雇 寻 呈 部 ?前 里 法 杀手 率 ) 疮 首 程 到 复 序 :本 [县 1 洛 西南 上 二 轩 ,大 刘 光 

厂家 , 互 柑 基 芷 ,市 审 迎 杂 . 氢 计 岩 区 ,前 即 醒 州 贷 中 所 了 丈 帅 星 者 驳 ? 交 之 从 者 . 蜡 

名，" 人 区 旦 痢 抚 院 往 》: 雷 火 万 家 ". 卷 一 地 硅 : “镇 出 意 尔 . 司 末 长. 尼 它 [ 挤 : 它 六 

衍 上 其 形 册 上 字 , 计 其 方刚 认 万 罕 ，…… 下 里 民 唐 占 中 市 区 酉 权 .、 南 桶 得 十 之 . 攻 

上 用, 关 直 外 应 占 东 椰 .得 十 之 二 三 。 庄 民 万 户 . 近 复 倍 之 "因此 可 知 . 上 工 提 旬 的 届 

民 ,都 是 镇 上 居民 ， 依 照 最 未 - 菜 , 夫 数 和 在 1] 一 2 万 户 之 间 ， 

二 410 



2. 从 城市 化 水 平 推算 市 镇 人 口 及 其 变化 

虽然 上 述 记载 表明 在 明 中 叶 至 清 中 叶 的 -个 世纪 由 苏 

州 部 区 市 镇 人 E 有 进 速 的 增长 , 但 是 仅仅 根据 这 些 零 星 的 记 

载 , 仍然 不 可 能 全 面 了 解 市 镇 人 口 的 变化 情况 .因此 这 里 我 

们 采用 另外 -- 种 方法 来 进行 探讨 ， 即 : 以 除去 苏 . 杭 .于 二 个 

大 城市 后 的 整个 江南 地 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为 下 限 , 而 以 天 讶 县 

的 城中 化 水 平 为 上 了 眼 ,来 推算 苏州 地 区 5( 吴 .长 .元 二 上 县) 的 城 

市 化 水 平 。 这 样 做 的 理由 是 :即使 除去 府城 居民 后 ,办 州 邮 区 

的 城市 化 水 平 仍然 属于 江南 城市 化 水 平 最 彰 的 其 份 之 列 , 其 

城市 化 水 平 肯 定 高 于 和 除去 苏 、 杭 . 守 汪 大 城市 后 整个 江南 地 

辽 的 城市 化 总 水 于 0。 之 所 以 选择 吴江 其 作 为 参照 的 原因 ， 

-是 据 现 有 的 奢 料 ,只 有 有 昊 江 可 以 镍 这样 的 数量 生计; 二 .是 

民 江 也 大 苏州 席 属 有 昌 , 往 上 毗邻 吴 .长 、 元 三 其 ,各 方面 的 情 议 

彼此 相差 不 蔡 远 。 伍 是 由 于 鞭 .长 .元 三 县 的 城市 人 口 有 很 大 

-部 分 住 在 府城 内 ,因此 除去 府城 居民 后 ,这 二 县 的 城市 化 

水 平 略 低 于 匡 江 县 0。 因此 ,这 二 其 除 去 府城 居民 后 的 城市 

化 水 平 ,应 当 在 除去 苏 、. 杭 , 宁 二 大 城市 后 整个 江南 地 区 的 城 

11] 几 建 华 使 用 刘 太 吉美 于 囊 请 江 甫 市 夭 歼 量 的 闹 计 和 江南 苦 博 的 而 各 , 计 鞭 出 

江南 者 府 此 证 上 全 地 区 的 市 辕 帝 度 { 呈 氏 称 之 为 "市 秆 率 "1、 其 中 ,要 州 计 的 

市 镇 帝 度 为 咎 100 平方 公里 4. 史 个 , 古 江 南 点 府 一 州 中 省 列 第 二 , 仅 访 十 松 

L 府 17.21 个 1) 和 志 辫 州 45.83 个 ) ,而 大 大 商 于 江南 全 地 区 {2,.86 个 转 引 月 

. 了 卫 平 :明和 清 江 二 地 区 的 城市 比 玉 其 局 限 和 可 惜 的 是 . 吴 氏 所 用 的 市 镇 总 

数 他 乎 是 整个 明 清 时 期 1!13568 一 1911 乍 1 内 和 芹 经 出 更 过 的 江南 市 生 的 总 赵 ,下 

此 从 该 计算 结果 无 法 看 到 市 镇 窗 诬 的 时 间 竞 化 特点 。 关 不 论 此 .从 这 个 关 果 

也 可 见 首 州 府 市 镇 审 度 在 江南 处 于 商 水 平 。 而 在 苏州 府 寿 有 具 中 ,里 .长 ,元 一 

县 药 市 辕 帝 庶 浆 属于 蜗 遇 者 之 列 ， 

12】 大 悼 而 言 ,在 这 一 个 世 志 中 , 吴江 有 具 与 总 .长 . 瑟 三 必 在 恩 市 化 炒 平 户 面 处 于 

柑 相 的 好 位。 首先 ,在 上 大口 密度 方面 .吴江 其 与 县. 其 .元 二 县 相近 ,道光 时 部 

为 二 衬 方式 里 1340 人 让 右 。 北 裕 , 就 市 转 获 生来 君 , 半 订 在 正德 时 记 市 后 ? 

个 [ 转 4 市 3); 训 靖 时 有 有 市 镇 14 个 ! 镇 4 市 10)3 素 中 时 有 市 镇 17 个 { 慎 了 .市 

105; 南 降 显 道 玫 时 有 巾 畏 1 个 (镇 十 , 市 10， 呈 谎 、 需 评 合 计 )。 而 丘 其 在 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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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szly 油 这 和 草 告 门 部 台 沙 山 

1 人 

贞 化 总 水 平 与 匡 江 县 的 城市 化 水 平 之 间 。 下 面 就 此 进行 分 

本 . 

(1 六 南 地 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: 按 照 我 的 佑 计 , 除 去 苏 . 杭 、 

证 三 城市 后 整个 了 江南 地 区 城市 北 总 水 平 ,明代 后 期 和 清 代 中 

期 分 别 约 为 9 号 和 15 台 111。 

{2) 吴江 县 的 城市 化 水 平 : 萌 猎 基 用 明 初 其 江 人 口 数字 

和 3.4%e 的 年 平均 增长 率 , 计算 出 尝 神 三 年 (1630 年 ) 前 后 吴 

江 县 城市 人 口 后 全 县 区 大 后 的 11 名 , 略 低 于 他 对 扣除 府城 人 

口 后 苏州 全 府 县 城 及 市 镇 大口 在 总 大 口中 上 所 下 比例 (CH1.5%) 

的 知 计 !L23。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依照 刘 石 吉 对 乾隆 九 年 吴江 县 城 

镇 人 口 在 总 大 口中 所 占 比 重 作 出 的 知 计 , 这 -比例 上 升 到 了 

3 名 131。 换言之 ,在 这 三 个 世纪 中 ,吴江 县 的 城市 化 程度 担 高 

了 141.7 倍 。 

德 时 有 市 持 呈 个 ( 销 5. 市 1, 崇 袖 时 有 市 销 了 个 5 镇 上 市 6, 清 代 中 期 { 驼 降 

至 道 沉 1 有 由 镇 # 宁 { 畏 后 ,市 2: 长 训 .和 苞 和 两 县 的 市 镇 ,明代 中 须 !E 笨 ;和 后 

期 (隆庆 ?为 日 个 ( 转 4, 衬 5) 清 代 中 期 (乾隆 至 道光 ) 为 17 个 (长 训 镇 5 市 3 

元 和 千 ?了 ,市 2 。 战 市 的 数量 来 看 , 哎 江 比 其 .长 ,元 二 其 中 任何 一 有 其 都 再 ;但 

是 从 辕 的 数量 炒 看 , 咽 江 芭 与 丘 县 相同 . 略 刻 于 氏 训 县 而 消 王 元 和 县 - 般 而 

六 ,镇 的 规 芍 比 市 友 , 大 遇 也 出 巾 事 5 鬼 贡 志 : 明 清江 了 遇 巾 针 撞 微 3 ,103 现 ) 

压 星 总 的 来 说 , 演 和 江 县 的 市 镇 人 口 可 能 堵 于 茶 .长 .元 二 其 中 的 全 何 一 其 的 市 

秆 估 口 , 世 大 僚 志 出 很 老 。 些 外 , 吴江 芭 昌 有 从 当 数 和 量 的 居民 他 在 县 城 . 烛 其 

贺 下 上 友 、 有 弘 污 必 黄 江上 县 志 #$ 稚 二 说 其 炭 吕 其 部 区 ,区 牛 宣 度 , 状 册 外 搂 标 而 居 

间 烟 炎 万 家 "- 据 此 亿 平 居民 数量 不 尘 -人 是 据 朝 树 基 估计 , 遇 初 吴江 县 威 上 大厅 误 

兴工 及 大 丰 丰 [上 见 而 训 座 主编 交 中 国人 口 史 ?第 4 省 ,324 页 )。， 提请 代 , 据 南 阵 节 吴 

并 用 志 ? 的 娄 字 :只 和 江 .种 译 贾 县 "县 店 “ 具 蝇 贞 2004 户 { 基 了 园 剂 石 方 过 明 请 上 时代 谍 

声 好 区 市 销 之 玫 重 分 格 ?) 撤 一 户 下 人 估计, 也 人 羽 有 1l0000 人 -因此 除去 南 撼 人 喇 后 

的 吴 .长 .所 三 县 的 城市 化 本 平 朵 能 要 于 昌江 ,但 也 如 只 是 酷 低 而 已 . 

[it 地 们 重 必 江南 的 早期 上 上 烛 化 3 ,414 和 直 。 明 我 拔 期 江南 人 口 总 数 站 届 2000 万 ,关中 

城 钢 人 口 总 数 约 为 300 万 。 在 屿 镇 上 口中, 若 , 杭 . 宁 三 大 城市 人 门 总 数 约 诈 150 

五 ， 因 此 = 太 城 市 之 外 的 城镇 大 口 约 为 150 厂 ,后 其 时 除 寺 一 友 城 市 后 证 南 人 蜗 

总 孝 !t700 万 1 的 中 ,号 移 。 

[?1 蔓 梭 主编 闪 中 国人 口 员 ?第 4 蔡 ,324.325 页 。 

{3} 刘 石 吉 尺 明 请 时 和 代 江 南 好 区 市 请 之 数 重 从 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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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苏州 郊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:如 果 共 除去 苏 , 杭 .了 三 个 大 

威 市 后 整个 江南 地 区 的 城市 化 总 水 平 为 下 限 ， 而 以 吴宁 县 的 

天 市 化 水 平 汶 上 限 , 那 么 苏州 郊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! 邹 吴 ,长 .元 

三 县 除去 府城 居民 后 的 城市 化 水 半 )， 明 代 后 期 庶 在 杀 一 11 名 

之 间 . 消 代 中 期 应 当 在 15 一 35 邓 之 间 :， 如 果 了 到 其 中 数 , 那 么 明 

代 后 期 大 欧 为 10 和 名, 清 代 中 期 则 大 的 为 妈 统 ， 即 分 别 约 为 丘 

江 县 相应 水 平 的 各 移 利 70 骆 -这 个 任 计 上 离 实际 情况 庶 当 不 

会 太 远 。 如 果 我 们 按 去 这 个 估计 ,那么 在 这 二 个 世纪 中 ,苏州 

部 区 的 城市 化 水 平 提高 了 大 约 1.5 伯 ， 

(4) 苏州 部 区 市 镇 人 人 11 估计 : 明代 后 期 兵 ， 长 、 元 一 县 的 

大 口 总 数 不 详 。 草 树 基 估计 明 初 人 口 约 为 60 一 条 胃口 1 挡 

照明 代 江 南 的 大 口 增长 率 , 到 1620 年 时 应 为 呆 一 94 万 121。 考 

虑 到 这 三 县 有 相当 数量 的 外 来 人 口 居 住 , 关 以 100 万 计 。 队 去 

府城 人 IT 铭 50 万 ， 尚 祭 大 约 50 万 ,依照 上 述 10 癌 的 城市 化 

水 绊 ， 市 镇 人 [1 总 数 大 约 5 万 。 道 光一 十 年 这 二 县 共有 后 民 

300 余 太 131, 其 中 府城 居民 为 100 余 万, 部 区 人 口 约 200 万。 依 

上 述 25 甸 的 比 鲍 计 , 可 知 市 镇 居民 总 数 约 50 万 , 亦 即 比 明代 后 

期 狼 增 了 9 们 。 

(三 ) 新 增城 市 人 口 的 来 源 

在 研究 明 清 苏州 城市 人 1 变化 的 时 候 ， :个 重要 问题 

基 增 加 的 城市 人 口 来 自 何 处 。 依 敬 现 有 的 人 口 史料 ,我 们 

无 法 得 知 明 清 苏 州 城 乡 人 口 的 自然 增长 率 究 竟 有 多 六 关 

[1 世 创 扒 主 编 六 中国 上 口 此? 第 4 益 ,310 页 - 

[321 江南 的 人 二 总 数 ,在 1400 年 前 后 的 为 1400 睫 ,1620 年 前 后 的 2000 万 1 见 李 

伯 重 六 江南 提早 期 下 业 化 #,396 一 397 页 )， 

「31 正式 居民 297 万 .加 上 外 来 人 口 .总 糙 应 在 300 万 以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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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5 和 峙 斌 岁 千 站 上 融 沿 上 册 

【 0891 - 

别 。 如 果 汶 有 很 大 差 曾 ,那么 城市 人 口 的 增加 主要 就 是 因 

为 外 来 人 口 移 人 城市 所 致 011。， 因 此 是 百 育 大 量 外 来 人 口 

称 人 .就 成 为 判定 明 清 苏州 城市 人 口 是 否 真有 明显 增加 的 

明 清 苏州 府城 人 口 的 增 看 , 颇 大 程度 上 是 来 自 较 远 地 

方 的 和 富民- 据 可 靠 的 记载 , 康 避 末年 “ 苏 城内 外 蹊 芭 不 下 万 

余 , 均 非 土 善 , 悉 系 外 有 "和 崩 系 管 力 节 悍 之 帮 , 候 非 有 家 

十 著 之 民 "131。 这 些 工 吗 王 要 来 间 数 百 里 外 的 江宁 .丹阳 ， 

“ 平 身 赤 汉 ， :无 携带 ”， 仿 轧 糊口 , 俱 系 轧 民 "031。 到 了 雍 

正官 ,苏州 府城 的 “ 克 坊 . 踊 布 工 折 , 俱 系 江村 .本 平 .于 国 

人 氏 ,在 区 人 无 家 守 , 总 计 约 有 一 万 余人 "41。 府 城 硝 皮炎 

工匠 也 多 为 江宁 人 。 乾隆 时 府城 有 纸 茎 800 人 ,都 来 自 江 

定 、 镇 江 ; 褒 坊 工 区 则 多 为 无 锡 、 金 匮 两 县 人 151。 玉 器 

工区 主要 原来 关 本 地 大 (后 称 " 苏 帮 ”") ,但 清 代 中 期 有 大 批 

南京 玉 T. 迁 人 , 称 为 " 雇 帮 ”其 人 数 颇 密 ,与 “ 苏 帮 ”不 相 

上 下 61。 而 苏州 府城 的 制 烛 业 ， 册 几乎 完全 由 绍兴 人 把 

持 :, 外 地 商人 侨 届 苏州 府城 的 人 数 , 数 量 也 很 大 。 明 代 后 期 

人 导 若 曾 说 当时 在 苏州 “开张 字号 行 铺 者 . 率 皆 四 方 旅 启 

之 大 "171。 而 部 隆 & 吴 其 志 #$ 更 说 “ 丘 为 东南 -大 都 会 , 当 四 

达 之 冲 . 冶 商 洋 葛 , 巷 齐 相 晋 百货 之 所 了 票 . 则 傈 处 图 关 者 ， 

111 这 里 所 说 的 外 举 具 门 ,本 权 和 包 揪 来 自 较 迹地 区 的 大 口 , 调 及 纪 世 插 来 自 阶 和 近 

农村 地 区 的 上 中- 

La21 上 康 辐 五 二 九 年 & 民 证 吴 昌 几 持 条 的 玖 订 收 于 明和 宵 苏 州 工商 业 碑 刻 信 证.5856 

页 ]。 

[31 康 宗 - :二 “年 g 未 此 喘 区 齐 行 增 价 政 洲 收 于 g 明 消 苏 州 工 商业 碑刻 所》, 55 

也 ) 

[41 玲 正 车 批 闹 生 y$ 党 一 已 已 育 正 抱 年 四 月 五 壬 藤 州 引 造 前 风 旨 考 。 

151 诗 贱 梅 攻 明和 宵 中 傅 人 在?,537 页 。 

16] 范 金 民 : 本 明 重 江南 商业 的 发 形 $, 4 页: 

[7j 加 节 甸 过 苏 松 浮 央 入 临 于 同 氏 & 兰 开 阳 亲 某 #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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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 行 旅 也 ”10。 府 城 的 癌 门 一 带 ， 更 是 外 邮 商 人 集中 的 地 

方 ,& 云 铺 公 所 各 要 总 目 补 记 和 说 和音 荐 则 门 一 带 , 堪 称 客 帮 

林立 , …… 旭 饼 大、 京 庄 .山东 ,. 笨 南 、 出 西 、 湖 南 . 太 符 .天 

安 . 温 台 州 帮 ……: 长 江 帮 等 等 ,不 下 十 余 帮 。 ”021 其 中 仅 聚 居 

于 南 访 一 带 的 福娃 寡 商 ,人 数 就 多 达 万 人 以 上 上 131。 因 此 在 府 

城中 各 种 外 地 移民 的 总 数 ,当然 很 大 。 

部 区 市 镇 的 情况 可 能 与 府城 有 所 不 同 : 从 江南 共 他 地 

方 的 情况 来 看 ， 不 少 工商 业 市 镇 中 也 下 很 大 数量 的 外 地 劳 

1 和 商 大 41， 但 是 从 现 有 的 史料 中 ， 我 们 前 不 能 得 出 苏州 

音 攻 市 镇 的 情况 也 如 此 的 结论 ， 对 于 苏州 郊区 市 镇 而 言 ， 

更 可 能 的 情况 应 当 是 新 增 人 口 主 时 来 自 周 围 家 村。 如 后 所 

述 ， 苏 州 府城 上 上 业 与 部 区 市 镇 , 工 炎 形成 了 一 个 产业 分 工 体 

系 ， 而 市 镇 工业 处 于 这 个 体系 的 下 展 。 由 于 这 种 分 工 ， 市 

镇 上 业 可 以 主要 依靠 本 她 的 人 力 资 源 ， 而 无 需 引 人 具有 绅 

沿 技 能 的 奸 地 劳工 151。 

由 上 可 上 网 ,在 本 文 研 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城市 人 口 数 量 

塔 加 是 大 。 首 先 , 郊 区 市 镇 人 1 与 府城 人 1 合计 ,明代 后 期 这 

二 县 的 城市 大 口 总 数 达 5 盯 以 上 , 此 意 天 口 的 : 平 略 多 ; 清 

代 中 期 增 至 150 万 以 上 ,也 占 总 大口 的 一 半 届 上。 这 珊 个 比 便 

虽然 相近 ,但 是 城市 大口 的 总 数 却 增 加 了 近 两 倍 。 其 次 ,虽然 

[11 秀 隆 4 皇 卫 去 3 炊具 市 镇 

[2] 范 爹 已 :明和 宵 江 南 商业 的 发 展 》,184-- 185 页 。 

131 准 下 水 指南 硼 # 着 二 上 总 司 其 正 元 年 四 月 五 日 苏州 织造 硼 凤 圭 误 “ 癌 门 南 恋 ” 带 ， 

客商 罩 .六 半 禄 建 上 民 . 几 县 万 有 雪人 ” 

[4 上 外 地 沙 上 在 市 镇 的 情 说 , 忆 李 伯 醒 :8 向 的 单 期 上 业 化 ,第 9 章 第 3 节 ; 外 地 商 

点 在 市 镭 的 情 闹 . 帮 范 金 民 区 明 宵 江南 商业 的 各 殿 站 , 钙 4 章 。 

151 与 此 相 瓦 .在心 种" 峡 芳 争 艳 " 型 的 城 遇 证 发 展 中 , 音 个 较 大 的 下 商业 上 书 慎 部 力 绅 

扩大 自己 的 上 商业 规模 并 确立 自己 在 产业 忌 妇 上 的 忧 雪 ， 因 此 人 量 引 进 外 上 贡 

工 是 二 可 避 全 的 - 

415 各 

守 浇 屯 盏 生 通 网 平 正 亚 . 关 寺 落 灯 油 庆 性 HH 



0Ss81T -- 0 ) 冯 济 乔 避 生 放 台 涩 

从 绝对 数字 来 说 ， 府 城 人 口 增 加 了 50 余 万 而 郊区 市 镇 人 口 

只 增加 了 药 45 万 ， 一 者 增加 的 数量 相差 不 多 而 府城 还 略 占 

二 节 ， 和 想 从 增加 幅 麻 来 说 ， 市 镇 人 口 增 加 了 9? 倍 而 府城 人 口 

只 增加 了 1 倍 ， 亦 即 前 者 的 增加 速度 远 快 于 后 者 。 在 此 意 交 

上 ， 部 区 市 镇 人 11 的 增加 对 苏州 虞 市 人 口 的 增加 起 到 了 更 重 

要 的 必用 。 

六 明 清 苏州 的 城市 工业 及 其 发 展 

在 像 件 复 礼 折 说 的 苏州 这 样 一 个 城 多 相互 开放 的 社会 

中 ， 城 乡 工 业 之 癌 具 有 止 常 密切 的 联系 。 特 鹿 是 在 市 镇 工业 

与 农村 工业 之 间 ,更 是 如 此 。 这 就 出 现 了 一 种 可 能 :一 些 工 业 

昌 然 地 理 位 置 是 在 市 镇 上 上， 但 是 其 性 质 却 与 周围 的 农村 工业 

无 异 。 镶 言 之 ,所 有 位 于 市 镇 中 的 工业 未 必 都 是 旗 市 工业 。 内 

此 在 讨论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之 前 ， 我 们 还 必须 对 市 镇 工业 

的 定位 作 一 分 析 。 

(一 ) 市 镇 工业 :城市 工业 还 是 农村 工业 ? 

在 明 清 江南 ,农村 工业 和 市 镇 的 兴起 是 两 个 同时 出 葛 的 重 

要 现象 , 两 着 之 间 具 有 非常 密切 的 联系 ,特别 是 市 镇 常常 扮 水 

着 农村 工业 产品 的 加 工 与 集散 的 角色 站 1。 因 此 之 故 , 在 以 往 的 

1 这 一 点 ,在 基 州 地 区 也 表现 得 非常 消 楚 :和 典 刺 的 例 手 如 冬至 .该 镇 是 -个 草编 

业 中 心 , 得 那 里 出 凯 的 草 席 , 却 有 了 糊 坟 -部 分 是 安村 工业 的 产品 ,页 道光 《 调 

墅 关 志 》 头 十 一 廿 产 称 半 聂 “ 争 村 人 如 名 订 者 十 之 几 九 ": “党 柱 一 带 山中 , 妇 

玄 陈 由 章 织 席 , 较 之 宁波 诸 处 汐 上 =。 近 称 入 关 网 订 者 即 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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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 中 ， 市 镇 工业 常 被 视 为 农村 工业 的 延 伟 。 这 种 看 法 与 近 

年 来 西方 的 "原始 工业 化 "理论 有 不 谋 而 合 之 处 喇 。 而 在 西欧 

的 “原始 工业 作 -" 中 ,农村 工业 与 城市 商人 的 接触 点 就 是 农村 集 

市 (或 者 小 市 镇 ), 玉 此 这 种 集 市 (或 者 小 市 镇 ) 的 主要 职能 是 为 

农村 工业 提供 服务 。 由 此 而 言 ,把 市 镇 工业 视 为 农村 工业 的 延 

伸 ,也 并 非 剖 有 道理 : 

明 清 苏州 郊区 市 镇 工业 究竟 应 当 定 亿 为 城市 工业 还 是 农 

村 工业 ， 关 键 是 弄 清 市 镇 工业 与 府城 工业 及 与 农村 工业 的 关 

系 。 市 镇 工业 与 农村 工业 之 间 没 有 一 条 清楚 的 舞 线 ,并 不 意味 

着 市 镇 工业 与 农村 工业 没有 善 别 。 我 认为 :城市 工业 与 农村 工 

业 的 区 别 . 不 仅 在 王 地 理 位 置 方面 , 而 且 也 在 于 生产 的 性 质 和 

方式 等 方面 。 从 生产 性 质 上 来 说 ,农村 工业 基本 上 是 一 种 很 小 

范围 4 如 一 个 村 .一 个 乡 ,或 一 个 施 坚 雅 所 说 的 农村 基层 市 和 场 的 

范围 内 的 地 方 自给 性 工业 ,主要 依 昔 的 是 本 地 原料 和 市 场 ;而 

城市 工业 则 主要 拓 一 种 "外 疝 台 " 工 业 , 即 其 所 使 用 的 原料 太 才 

数 来 自 外 地 ,产品 也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供给 外 地 市 场 。 在 生产 方式 

方面 ,农村 工业 主要 是 农家 副业 生产 ,生产 的 专业 化 程度 .工艺 

水 平 以 及 产业 层级 都 较 低 , 而 城市 工业 则 主要 是 工区 的 专业 生 

产 , 在 生产 的 专业 化 程度 、 工 艺 水 平 以 及 产业 层级 等 方面 都 处 

于 较 高 地 位 。 

这 些 差别 在 明 清 荔 州 地 区 的 工业 中 都 表现 得 很 清楚 。 大 

体 而 言 ,在 生产 的 性 质 和 方式 方面 ,农村 工业 与 府城 工业 分 别 

[1] 该 理 沦 试 为 :在 近 伐 香 其 欧洲 的 许 密 地 区 , 表 村 夫 庭 手工 业 生 产 有 重大 盘 展 : 

农村 中 从 癌 手 工业 生产 的 家 麻 ,大 圭 关 未 脱 商 农业 生产 ; 农村 手工 业 常 常 位 

于 城市 附近 ， 友 于 与 药 织 业 有 关 ; 生产 过 程 的 若干 重要 部 分 也 于 农村 。 这 种 

“ 原 冰 工 亚 化 "也 着 非 与 城市 无 英 。 丰 人 记 某 些 寂 村 工业 生产 的 产品 候 扒 需要 在 

妊 里 进行 最 后 加 工 ， 而 且 农 村 工业 生产 所 需 的 刘 金 也 经 带 由 城市 商人 提供 ， 

产品 也 总 是 由 城市 商人 收购 并 运销 讶 地。 万 间 Marine Becg，Fat Huadson 与 

网 ichuae] Somtnachcr: 秆 Ofaciore 了 sm dd Cobyimr gfore 1E 上 用 nenrya 

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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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058T -一 08Z1 1 册 过 随和 杂 门 则 簿 弗 峭 

处 于 两 极 。 上 典型 的 例子 例如 纸张 其 工业 - 在 此 工业 中 ， 烧 

纸 、 谢 纸 的 制作 主要 在 农村 0， 主要 依 轩 农村 目 产 原料 ， 

产品 主要 供给 地 方 市 和 场 ， 生 产 技术 较为 简单 ， 产业 层级 也 较 

低 ， 相 友 , 黎 释 制作 位 于 府城 内 ， 原 料 来 源 与 产品 市 场 玫 主 

机 在 外 好， 生产 工艺 比较 复式 ， 产 业 层 级 也 较 剖 。 前 者 属于 

农村 工 亚 ， 基 生产 规模 扩大 十 分 有 限 ; 而 后 者 属于 城市 工 

业 ， 发展 电 为 迅速 ， 在 铺 代 成 为 一 项 重要 的 工业 。 郑 区 市 镇 

工业 所 处 的 地 位 大 致 在 农村 工业 与 府城 工业 祥 加 . 但 更 接近 

府城 工业 。 

前 先 , 从 原料 来 源 和 产品 市 场 来 看 ,部 区 市 镇 的 主要 工业 

〈《 研 米 业 、 榨 油 业 .酿酒 业 .草编 业 ) 所 使 用 的 原料 (稻谷 、 油 荣 

籽 ` 大 避 . 席 草 等 } 有 相当 大 -部 分 来 自 本 地 农村 ,而 所 生产 的 

产品 ( 食 米 . 油 .油饼 . 草 席 等 ) 也 有 一 部 分 供给 本 地 居民 (包括 

农村 和 市 镇 局 民 )。 基 这 一 点 来 说 ,这 些 市 镇 工业 但 乎 与 农村 

工业 无 志 大 老 别 。 但 是 到 了 清 代 , 研 米 业 . 榨 油 业 、 酿 漂 业 所 

使 用 的 原料 已 有 很 大 部 分 (甚至 是 主要 部 分 ) 来 自 远 地 , 产品 

了 电 绝 大 堆 数 输 往 府城 和 更 远 的 地 方 ( 引 。 即 使 是 依靠 本 地 原料 

比较 严重 的 草编 业 上, 也 出 现 了 类 仙 的 趋向。 虎 丘 织 席 业 所 

和 需 的 席 草 早 在 明代 后 期 就 已 不 能 自给 ， 村 从 吴江 等 地 输 人 。 

到 了 清 代 , 因为 生产 扩大 , 席 草 输 人 也 随 之 大 增 , 因而 康 慰 时 

席 丘 镇 已 有 席 草 行 专 误 其 事 !41。 其 所 产 草 席 则 远 销 各 地 ， 南 

津 、 北 津 . 通 安 等 席 市 ,每 日 手 百 成 群 , 凡 四 方 商 村 蕴 上 贩 于 此 ， 

It1 便 如 政 卫 时 元 和 县 唯 亭 售 的 要 珠 . 哨 上 村 “ 窗 闻 二 纸 叶 ", 上 比 户 切 级 略 业 " 

元 和 叭 亭 杰 # 将 三 物产 )。 

[2] 和 疝 幸 伯 重 区 江南 的 早期 工业 化 ,第 2 章 第 1.2.6 节 ,第 8 章 第 1 节 。 

[3] 《《 桐 桥 居 棒 录 芍 二 席 "说 汪 球 出 居民 志和 圳 向 划 , 户 席 汶 业 , 卜 太 昱 为 虎 并 订 , 极 

为 工 义 :他 处 古寺 及 也 。，“ 

14] 谭 申 十 二 年 改 长 训 县 严 攀 诈 挽 席 丘 席 草 行 碑 3 (! 收 于 《 明 清 苏州 工商 业 碑 划 

入 ,201 一 202 页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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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宾 旅 过 [ 许 暨 ] 关 者 亦 必 买 珊 ”" [1。 因 此 席 丘 的 织 席 业 到 了 

清 代 己 经 是 -种 原料 和 市 场 都 主要 在 外 地 的 工业 了 。 

其 次 ,市 镇 工 亚 的 生产 专业 化 程度 也 明显 高 于 农村 工业 。 

奴 使 是 同一 行 亚 ,市 镇 上 的 专业 化 生产 与 农村 的 农家 副业 生产 ， 

无 论 在 生产 的 工艺 水 于 上 ， 还 是 在 生产 的 获 窜 与 产品 的 质量 等 

方面 , 玫 有 明显 差别 .这 种 情况 在 饶 米 业 榨 短 业 .酿酒 业 等 工业 

中 都 很 清楚 ， 即 使 在 农村 工业 共有 较 大 优势 的 草编 业 中 ,情况 

也 大 致 如 此 。 呈 称 清 代 中 期 “ 席 草 之 肆 、 席 机 之 放 ， 惟 洲 墅 

有 之 ，-……: 凡 虽 方 商 村 蕴 贩 于 此 , 而 宇 旅 过 [ 许 暨 ] 英 者 亦 必 买 

融 “31- 亦 即 专业 化 的 织 席 作 坊 , 只 是 许 旦 镇 上 才 有 ,站 方 商贾 和 

过 往 宾 旅 都 在 策 上 购 怀 这 种 以 样式 好 、 品 质 佳 闭 称 的 “放电 

席 "。 多 下 生产 的 草 席 如 果 要 以 " 游 是 让 " 的 名 这 出 售 ,那么 在 产 

品 的 样式 、 质 量 标 准 等 方面 就 不 能 不 惟 镇 上 草编 业 的 马 首 是 

瞻 喇 。 这 不 仅 清 楚 地 表明 了 市 镇 工业 在 技术 上 的 领先 地 位 , 而 

号 也 表明 了 农村 工业 在 生产 上 对 市 镇 工业 外 于 一 种 从 属地 位 。 

因 北 ,尽管 与 不 档 工 业 有 密切 的 联系 ,但 是 部 区 市 镇 工业 

仍然 属于 城市 工业 ,而 非 农村 工业 。 下 面 ,我 们 就 来 看 看 在 本 

冯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状况 。 

《二 )} 明 清 苏 州 工业 的 发 展 

关于 明 清 苏州 工业 的 发 展 ， 史 坛 研究 已 多 。 兹 以 我 在 最 

[1 道光 ( 浙 竖 关 志 4 和 苑 十 一 土产 。 

[2 道 基 ( 许 灰 英 志 4 疮 二 一 土产 。 

[3] 硕 恒 说 : 知 , 正 国 这 个 原因 , 光 福 农妇 织 遍 ,其 名 有 五 只 、 吉 冰 . 满 床 .名 隅 之 异 。 败 

举 具 被 几 , 坊 短 广 装 , 无 不 如 其 式 再 为 之 “1 道光 {( 诉 是 闫 志 # 蕉 十 一 土产 )。 这 里 所 亩 

的 “ 式 ,就 是 镇 上 的 标准 样式 ， 由 于 家 村 草编 业 在 生产 于 受到 市 镇 草编 业 的 着 烈 影 

响 . 弄 在 悄 肯 方面 理 要 依 玉 市 情 , 因 此 可 以 菩 成 为 了 市 镇 工业 的 阶 南 ,而 非 相 反 。 

Te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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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S8T 一 笃 75) 滞 妆 洛 如 站 部 站 证 由 

近 出 版 的 一 部 关于 明 滑 江南 工业 发 展 的 著作 中 的 有 关 论 述 为 

基础 上， 然 苏 州 你 壳 的 城市 工业 部 贱 中 ， 挑 选 搬 布 加 工 

业 、 华 织 业 与 丝织品 加 工业 、 成 衣 业 、 和 夏 米 业 、 酿 酒 业 ， 榨 

铀 业 纸张 加 工业 .印刷 业 .草编 业 . 态 瓦 石 其 业 、 铁 器 制作 业 

以 及 珠宝 制作 业 等 12 个 主要 行业 ， 对 苏州 城市 工业 在 这 三 

个 诺 纪 中 的 发 展 情况 作 一 略 述 。 

1. 棉纺 织 业 与 棉布 加 工业 

棉布 生产 包括 棉纺 织 业 与 棉布 加 工业 吨 大 部 门面 棉 

布 加 工 业 叉 主要 由 踊 压 与 染色 两 个 部 门 梅 成 。 同 明湖 江南 

黄 他 地 方 一 样 ， 苏 州 地 区 的 棉 劳 织 业 主要 分 布 在 农村 ， 而 

棉布 加 工业 则 集中 在 城市 。 但 是 不 同 的 是 ,苏州 的 棉布 如 

工业 基 检 上 位 于 府城 内 外 ， 而 松江 的 棉布 如 工业 却 主要 是 

在 专业 市 镇 上 。 

与 松江 太仓 等 地 相 出 , 明 清 苏州 地 区 棉纺 织 业 的 生产 规 

模 小 得 密 [2 , 发 展 速 产 也 性 得 密 。 苏 州 喇 外 地 输出 的 大 量 棉 

布 ，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从 江南 其 他 地 方 妆 购 坯 布 来 进行 机 工 后 

再 输出 的 。 因 此 苏州 的 搬 布 加 工业 的 规模 ， 远 大于 其 机 纺织 

业 的 舰 模 。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， 苏 州 株 布 加 工业 发 

展 十 分 迅速 。 到 了 清 代 初期 ,“ 各 省 育 蓝 布 忠 外 在 此 地 总 严 ， 

浊 色 之 后 , 必用 大 石 脚 蹦 硒 光 "” 131。 江 南 粮 布 蹦 染 业 的 中 心 ， 

也 由 松 卫 转移 到 了 苏州 。 到 了 北 正 .乾隆 之 际 , 府 城 的 蹦 染 业 

集中 到 了 间 门 苏 的 上 .下 塘 一 带 ,形成 了 一 个 规模 旋 大 的 视 布 

部 工业 区 。 以 后 由于 污染 问题 引起 官司 ， 大 部 分 染 坊 又 被 勒 

[1 李 怕 重 : 江 责 的 早期 工业 化 ,第 二 一 看 章 。 

[2] 从 甫 有 呈 料 来 性. 只 有 周庄 、 陈 全 等 秆 附近 农村 的 杭 久 织 业 在 请 代 较 为 宕 近 。 

[3 槛 正 所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灯 江 蜂 上 李 卫 折 ! 收 于 《雍正 朱 批 渝 剖 》 第 42 

多 } ， 

者 420 



令 迁 至 娄 门 外 。 

2. 丝 织 业 与 丝织品 加 工业 

苏州 是 明 清 江南 丝 织 业 中 心 立 一 ,其 丝 织 训 加 工业 【 主 

要 是 桨 色 ) 在 江南 也 首屈一指。 这些 工 业 基 本 上 都 位 于 苏州 

府城 办, 大体 可 分 为 官 营 和 私营 两 个 部 分 。 嘉 靖 时 宜 营 苏州 

织 染 局 额度 织 机 173 部 , 各 色 工 旗 共 讨 667 名 ， 岁 造 纪 经 

ts34 匹 LI1。 到 了 清 代 初期 ， 苏 州 织 局 的 额 设 织 机 增 至 800 

部 ,雍正 时 减 至 710 部 。 乾 隆 时 再 减 至 663 部 ， 织 造 匠 役 为 

2175 人 , 岁 造 组 匹 大 约 3500 匹 。 此 种 情况 一 直 延 续 到 道光 时 

代 I2。 因 此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官 营 丝 织 业 的 

规模 至 少 扩 大 了 一 俏 以 上 。 在 此 同时 , 私营 丝 织 业 的 发 展 更 

为 引 人 人 注目。 万历 一 十 九 年 曹 时 聘 说 苏州 “ 染 坊 罢 而 染 工 散 

者 数 千 人 ， 机 坊 罢 丽 织 工 散 者 数 千 人 ”131。 顾 炎 武 则 说 明 

未 荔 州 “城中 机 户 数 千 人 "14。 因 此 万 押 时 代 荔 州 织 工人 数 当 

有 数 千 人 之 全 ， 殉 无 和 争议。 参照 一 机 三 人 的 比例 ， 此 时 荔 

州 织 机 总 数 当 在 一 千 数 百 部 之 谱 。 到 了 清 康 照 初 年 , 织 机 总 

数 增 至 1500 一 3400 部 , 织 工 达 5000 一 10000 人 。 道 光 时 苏州 

经 织 煤 已 不 如 台 隆 时 感 ， 但 据 海 关税 务 使 统计 ， 尚 有 织 机 

12000 余 部 (51。 按 照 同 样 的 比例 , 织 工 总 数 当 为 36000 人 -加 上 

丝织品 加 工 ( 主 要 是 染色 ) 的 从 业 人 人 员 , 则 直接 从 事 华 织品 生 

产 与 如 工 的 人 员 总 数 , 还 要 更 大 得 亏 ( 有 关 讨 论 抑 后 )。 

[1] 正德 《 姑 苏 击 * 葡 十 五 卉 晤 。 

[了 范 客 后 与 多 充 区 江南 这 网 史 斌 究 了 ,162.177.187 一 188 责 。 

131 明 神宗 刻录 ? 稚 三 六 一 。 

[4] 显 贞 起 试 中 老大 夫 出 西 按察 副 司 罕 公 墓志 猪 六 性 于 原 氏 《4 亭 林 祭 眶 》)。 

1 引 1 大 阅 苍 人 民 与 章 织 中 以 苏州 地 区 社会 尖 镜 史明 请 疮 ) 455 一 456 页 ; 监 金 

民 与 多 京 :t 江 南天 钢 和 研究 》,200 一 201 页 。 查 是 据 王 卫 平 上 t 明 铺 江 南 地 区 的 城 

市 世 丙 其 局 限 } 扩 引用 的 #t 示 西 商 报 : 苏州 市 情 》. 此 范 为 歼 障 时 的 数字 。 

1 

二 本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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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5 一 0 有 对 和 辫 到 症 请 焉 站 峭 

3. 成 衣 业 

苏 订 地 区 生产 和 吉 了 出 来 的 棉布 与 册 角 ， 大 部 分 以 布料 

的 形式 输 往 外 地 .人 也 有 一 部 分 在 府城 制 为 服装 , 伐 给 本 地 和 

外 好 市 场 ， 由 于 苏州 成 衣 具 有 广 疼 的 市 场 , 因 上 成 在 业 也 成 

为 苏州 府城 的 - -项 重要 工业 。 从 有 各 的 布 号 “ 赣 美 号 ”的 故 

事 来 媳 ， 清 初 府城 内 成 在 业 一 年 所 使 用 的 布 丐 就 志 达 百 万 

开 14。 当 然 实际 情况 未 必 旭 是 , 但 耕 时 府城 成 在 业 规 模 已 经 

很 天 则 是 可 以 肯定 的 .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府城 成 衣 业 继续 发 展 。 

乾隆 四 十 五 年 成 立 了 成 夜 业 行 会 一 一 成 夜 公所 121, 浊 后 经 营 

特种 服装 的 行 会 也 相继 建立 131。 这 标志 着 成 在 业 志 成 为 苏州 

城市 工 炎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。 

4. 良 米 业 

明 清 苏州 府城 及 郊区 市 镇 居民 所 食用 的 稻米 ， 基 本 上 

都 是 在 本 地 织 坊 脱 煌 ， 因 此 研 米 业 也 是 苏州 的 一 项 重要 的 

城市 工业 。 该 项 工业 主要 位 于 枫 桥 、 游 蛙 .月 城 . 虎 丘 . 甫 里 

[1 所 道光 时 大 许 昼 元 所 过 ,明示 渭 毛 季 商 焉 反 " 设 益 美 字母 于 丘 间 , 巧 为 抽 南 . 密 

啊 表 工 , 有 必 本 号 机 头 辣 者 绷 根 - 分 。 稀 人 个 得 小 利 , 避 群 蕉 布 美 ,月 者 亮 市 。 

计 - -年 稍 布 纺 届 百 万 匹 , 论 匹 赢利 百 立 如 织 机 头 志 二 万 两 , 而 增 骨 - -十 万 睦 

旬 扫 诈 圳 元 所 三 异 笔谈 ?办 宕 " 布 利 ")。 盾 得 注意 的 是 此 经 广 字 林 说 的 “如 斌 机 

头 当 一 万 两 ， 而 曾 息 二 十 万 时 稀 "。 前 面 已 说 到 农工 有 数 益 美 全 机 头 阁 第 委 一 

分 , 忆 珊 了 论 瑟 霹 利 下 去 : 因 此 要 销 依 布 100 万 于 才能 醋 宙 类 二 万 两 ,而 增 息 区 万 

贯 则 几 销 布 200 万 号。 可 借 有 一 半 布 其 在 机 地 加 工 为 慨 装 的 。 许 狼 马 说 :二 朋 

咎 癌 , 往 南 六 北 ,无 地 不 以 瘟 甘 1 布 1 为 美人 也 -“ 而 益 美 号 在 康 屎 各 道光 年 间 的 荔 

州 碑 刘 中 各 孝 次 出 王 , 可 实 是 湾 乒 闭 务 的 布 业 巨子 。 因 此 上 述 故 事 也 并 非 党 合 

是 查 完 来 网 ， 

[2] 《长 洲 县 替 止 无 业 入 必 在 扎 在 公所 寻 盱 注 扰 碑 》【 收 于 《 明 洲 藉 州 了 商业 硬 

齐集 》,225 页)。 

[3| 例如 寿 亦 业 的 云锦 公所 、 估 赤 业 的 云 章 公 所 栾 从 别 字 建 于 道光 一 年 与 古 丰 六 

年 。 



等 郊区 市 镇 。 其 中 席 丘 在 清 代 中 期 已 成 为 江南 著名 的 研 米 

业 中 心 0; 甫 里 也 以 研 米 业 发 达 而 著称 ,其 礁 坊 并 且 成 为 

江南 各 地 的 柑 模 1231。 荔 州 骨 米 让 的 规模 究竟 有 多 大 ? 昌 无 

直接 记载 , 全 可 从 稻米 消费 量 与 碾 米 工效 来 推 工 。 明 代 后 期 

苏州 府 城 人 口 达 50 万 人 左右 , 清 我 中 期 更 达 折 万 以 上 。 苏 

州 届 民 人 均 年 食 米 量 ,. 据 包 世 臣 说 . 男 玄 合计 " 牵 算 每 人 岁 

食 米 一 石 ”11。 据 此 , 则 明代 后 期 府城 人 民 年 食 米 约 150 万 

石 ,而 清 代 中 期 300 万 石 以 上 。 忆 就 此 一 希 而 言 , 目 明 末 至 

清 中 叶 , 研 米 业 的 生产 规 借 就 扩大 了 一 人 悄 -. 郊 区 市 镇 居民 食 

米 也 蓝 依 靠 缀 米 业 而 工 。 由 于 郊区 市 镇 居民 的 人 数 在 此 三 

个 摧 纪 中 增加 了 9 和 梢 , 困 此 食 米 数量 证 要 相应 增加 。 此 外 ， 

琶 酒 业 也 消耗 颇 大 数 节 的 稻米 。 如 后 所 言 ， 在 本 文 所 贱 究 

的 二 个 此 纪 中 ， 苏 州 地 区 酿酒 亚 的 生产 规模 有 旺 着 的 打 

大 ， 沪 拒 中 期 每 年 本 酒 所 用 称 米 数量 与 府城 届 民 食 米 数量 

不 相 [1 下 09。 因此 在 米 业 生 产 在 此 二 个 世纪 中 的 扩大 幅 

庶 ,证 比 府城 人 口 的 增 吉 幅度 大 。 

s. 酿酒 业 

酿酒 业 了 志 是 苏州 地 区 的 一 项 主要 工 亚 。 这 项 工业 至 少 

自明 代 中 期 起 , 就 主要 集中 在 部 区 市 镇 ， 谋 玛 近 郊 的 新 郭 、 

[11 是 社交 桐 酉 博 蛋 好 溃 - 

121 范 阵 # 呈 和 芳 二 里 者 }$ 郑 五 物产 情 用 之 属 王 油坊 、 准 协 ,各 处 有 之 , 具 了 以 击 里 泳 
让 ，" 

[31 也 世上 二 实 晤 四 种?》 逢 二 于 六 & 齐 民 四 术 ? 卷 二 家 一 。 

141 狂 包 志 臣 说 , 下 攻 时 ,苏州 府 每 年 用 于 酿酒 的 称 米 怠 直 下 娄 和 白 万 石 1 安 避 阳 

种 状 一 十 六 芝 有 民权 本 # 乱 二 站 .2 。 而 本 文 所 说 的 苏 瓜 好 区 并 是 苏 状 府 内 

是 主 要 的 产 酒 地 、 羽 内 本 各 一 镇 上 戎 河 业 和 些 年 所 耗 稻米 ,就 达 百 万 石 立 雪 ; 棋 

念 环 过 数 十 石 石 。 闪 此 匣 谢 地 区 酿 郴 业 所 六 耗 的 稍 米 数量 至 尘 应 在 150 万 

百 以 上 :与 其 时 谋 堪 上 崩 民 齐 米 总 量 相 地 . 

423 性 

. 闷 山 寸 蒜 好 省 外 必 上 | 

对 踢 舍 盏 娃 训 由 守卫 可 . 



f 0 一 053T 内 泊 精 和 到 站 就 束 浇 人 砂 

横 塘 . 李 罕 等 诸 村 , 在 正德 时 就 已 是 “ 比 户 造 酿 煤 糟 发 穷 ”， 

横 金 - 带 并 出 现 了 专业 的 酿 满 工 “ 横 金 . 下 保 .水 东 上 人 并 为 

本 工 , 迁 近 当 用 之 Li。 到 了 明 末 , 横 金 镇 成 了 茸 酒 业 中 心 ， 

“中 人 上 士 金 之 产 ， 亦 必 为 之 大 力 者 用 穆 数 干 射 ， 傣 四 方 行 旅 

之 酷 [21。 到 了 清 代 , 横 金 的 酿酒 业 在 明代 的 基础 上 继续 发 

懂 , 道 光 时 出 现 了 “ 模 - 万 "之 请“ 言 日 出 烧酒 -一 万 斤 志 。 襄 

春 冬 大 油 之 效 , 十 倍 于 烧酒 ， 核 计 岁 耗 米 卖 , 负 郭 各 乡 总 不 

下 数 十 石 石 31。 幅 邻 异 金 的 不 芒 镇 在 清 代 发 展 更 快 , 成 为 

江南 最 天 的 融和 酒 业 中 心 。 据 乾隆 官 年 苏州 巡抚 张 渠 在 一 份 

奏 报 中 所 说 .在 椒 污 镇 ， 烧 销 者 已 二 千 余 家。 每 户 于 二 更 起 

迪 : 至 理 出 而 息 ,可 烧 米 五 石 让 奇 ,合计 日 耗 米 方 石 。 织 非 日 

日 举 灾 , 然 以 一 岁 计 之 ,所 烷 根 瘟 百 万 。 其 他 市 镇 炬 坊 , 间 有 

私 相 效仿 , 则 苏 城 所 耗 之 米 ,已 不 可 胜 计 有余 “14 。 

丰 - 榨 油 业 

明 清 苏州 的 油坊 ,包括 位 于 农村 .季节 性 开工 的 “ 乡 作 车 " 
和 位 于 城镇 .常年 性 开工 的 “ 常 作 车 " 两 种 。 后 者 专业 化 程度 
较 高 ,明代 主要 分 布 在 府城 近郊 ,而 清 代 则 集中 在 郊区 市 镇 。 
明代 中 期 府城 间 门 外 的 上 塘 可 能 已 出 现 商 业 化 的 专业 油坊 。 
但 是 一 直到 明 未 , 府城 近郊 的 新 郭 、 模 扩 . 仙 人 塘 一 带 ,“ 多 开 
油坊 榨菜 .豆油 "1 , 才 形 成 了 较为 集中 的 榨 油 业 生产 地 区 。 
到 了 清 代 , 设 有 油坊 的 市 镇 不 仅 为 数 更 多 ,而 且 有 关 的 记载 也 
更 加 详细 。 在 清 代 前 期 的 周庄 、. 陈 墓 等 镇 ,“ 每 至 春 间 , 堆 贮 菜 

[IT 正 守 { 姑 苏 志 》? 丛 十 四 土产 。 

[2] 洒 抽 (机 种 冰 ? 礁 三 网 人 。 

[31 多 支 榜 光 术 点 诺 打 此 于 区 床 纺 4 虫 间 经 世 文 续 续 ? 郑 五 十 五 卢 朴 ?。 

[4] 邯 隆 五 年 关 六 月 后 一 日 基 州 蓝 抚 张江 4 为 请 严 闭 烧 产 要 以 寡 民 俩 膏 韦 折 4。 

让 了 



子 , 用 以 压 油 "01。 到 了 蓝 隆 时 代 , 甫 里 镇 的 油坊 更 成 为 江南 

各 地 油坊 的 表率 121。 

7. 舟 张 加 工业 

早 在 正德 时 ， 府 城内 的 大 你 化 生 纸 生产 已 蚂 盛 。 到 了 清 

代 中 叶 ,生产 更 为 兴盛 。 至 赣 隆 中 后 期 ,府城 内 印 纸 作 坊 书 有 

30 余 家 ,并 合 建 了 同业 会 馆 一 一 仙 欧 会 迄 031。 值 得 注意 的 是 ， 

清 代 中 期 府城 内 印 纸 作 坊 的 企业 规模 已 籽 大 ， 生 产 过 程 的 专 

业 化 水 平 也 颇 高 . 例如 昔 隆 时 代 的 30 才 家 纸 坊 雇 作 工 800 余 

人 , 平 殉 每 坊 20 余 人 ;生产 的 警 纸 ,有 和 丹 素 .胭脂 、. 红 金 、 和 绿 、 

山本 红 等 色 , 工 艺 颇 为 复杂 ,有 推 , 删 , 酒 . 梅 . 揪 版 、. 托 边 、 衬 、 

拖 . 刀 戎 、 荣 等 十 余 个 工种 。 这 些 纸 坊 中 工作 的 工区“ 悉 系 江 

于. 镇 江 等 处 人 氏 ”, 他 们 在 苏州 纸 坊 的 工作 是 专业 性 和 常年 

性 的 。 

8. 印刷 业 

明代 后 期 苏州 的 印刷 业 基 本 上 集中 在 府城 肉 ， 书 坊 已 知 

其 名 者 就 有 37 家 ， 几 乎 都 集中 在 间 门 一 带 品 。 清 代 府 城内 

的 印刷 业 更 加 兴旺 ， 因 而 在 康熙 十 年 印刷 业主 成 立 了 同业 公 

会 一 一 崇 德 公所 051 ,道光 时 更 发 生 了 严重 的 劳 交 纠 纷 .不 得 不 

告 官 解决 [可 。 除 了 这 些 书 坊 外 , 清 代 中 期 还 出 现 了 许多 印 制 迷 

信用 品 和 图 片 的 作坊 , 例 姐 各 纸 马 香 业 铺 在 腊月 间 , 都 “ 预 印 

[1] 和 辑 隆 上 元 和 有 具 志 ?着 十 六 物产 。 豆 谭 《 陈 董 镇 去? 灶 四 暂 产 。 

[2] 卡 座 & 呈 于 甫 里 志 》 淮 五 牧 产 - 傅 用 之 属 。 

[3] 区 本 箭 -. 张 柱 析 : 茵 州 手工 业 史 ,132 商 -。 

[4] 张 芝 民 :中 国 印刷 中 ,36 一 372 页。 

[$1 江 劳 党 博 特 馆 编 区 江苏 省 明 铺 以 来 碑刻 性 料 千 手 》 ,72 一 73 页 。 

[6 道 涯 二 十 五 年 上 后 县 右 书 坊 印 手 把 持 行刑 碑 3(7 收 于 明和 请 苏州 工商 业 碑 刘 

法 》,97 责 )。 

二 二 am 十 十 一 ,= 汗 2in-irmr 

竺 亲王 早生 汪 则 衬 生 下 .六 放生 基 昕 调 几 发 有 

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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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S81 一 05sgL 了 带 基 三 旧 对 油光 由 

路 头 财 马 ” 千 之 LI10; 著 和 甸 的 玄 损 观 亦 于 元 且 “ 设 色 印 版 画 

片 ， 乡 人 争 买 蕊 圳 春生 "11 。 城厢 附 郭 的 印刷 亚 在 清 代 也 

发 展 了 电 来 。 例 如 著名 的 苏州 木刻 年 画 的 印 制 , 康 奥 时 主要 集 

牛 在 疗 门 内 的 桃花 场 。 担 是 到 了 现 隆 时 , 间 门 外 出 壤 卫 成 为 与 

癌 门 外 桃花 场 齐 名 的 年 画 印 制 中 心 . 有 画 铺 和 多 家 ,涌现 了 一 托 

著名 画 铺 与 画师 ,制品 远 销 江 . 浙 . 皖 .和 糙 , 骂 .和 鲁 , 绚 及 东北 ,其 

至 是 本 13。 日 历 印 员 , 清 代 中 叶 府 城 附 近 最 肛 ， 网 . 霄 一 带 , 书 

坊 有 倒卖, 有 溃 版 、 秘 版 之 别 。 官 版 例 由 理 癌 厅 置 刊行 ;所 谓 秘 

版 , 民 男 依 样 梓 行 印 成 , 仍 由 理 癌 厅 署 叭 印 ,然后 出 售 ” 4 。 

3. 草编 业 

苏州 邮 区 的 草编 业 集 中 于 虎 丘 . 浒 墅 、. 甫 里 等 市 镇 。 这 些 

市 镇 早 在 正德 时 即 以 产 萍 席 著 称 出 席 丘 者 侍 , 其 次 出 游 吾 

或 杂 色 相间 , 织 成 花草 人 物 ,为 入 或 坐席 。 又 一 种 阔 经 者 出 两 

里 "151。 直至 嘉靖 由 ,仍然 是 虎 斤 席 名 列 第 -, 游 沁 次 之 16l。 到 

了 清 代 , 织 席 中 心 转移 到 许 厂 ， 今 种 席 草 织 席 者 , 许 关 为 其 ”， 

“ 虽 虎 丘 亦 以 席 多 ,不 及 也 "171。 甫 里 自 正德 以 来 ,草编 一 直 不 

舍 ,“ 概 四 栅 之 贡 , 工 商人 徊 田 外 , 大 都 织 席 。 瑟 南 二 矶 研 进 南 、 

馆 西 尤 甚 ”, 而 “ 馆 西 北 多 业 草 攻 "ral , 书 有 进一步 的 分 工 - 此 

外 , 铺 代 的 唯 亭 , 黄 坏 镇 亦 然 , 也 成 为 新 的 草编 普 中 心 。 唯 误 

镇 的 草编 业 生 产 已 出 现 地 域 分工 “ 南 隅 业 织 芋 签 , 西南 限 业 

L1j 习 重 事 孙 # 郑 十 二 “年 市 ， 

[31 攻坚 站 风华 纪 丽 ?着 一 总 内 薪 年 节 虹 “看 牛 图 条。 

[31 般 达 洛 . 张 氮 匠 六 苏州 手 上 业 史 ,92 页 。 

[41 《千惠 沙 3? 卷 十 选 历 由"- 

fs] 正德 4 站 其 志 》 郑 干 町 十 产 . 

[4 带 靖 济 罕 关 志 } 千 四 上 产 。 

17| 《要 桥 傈 神 录 》 普 十 一 " 席 ", 道 玫 《4 洲 滩 美 志 # 卷 十- -土产 ， 

[8] 说 屎 红 吴 竹 ?两 里 志 ? 痊 一 凤 殿 .物产 1 部 隆 由 吴 郡 ? 甫 里 志 ? 状 五 风俗 .物产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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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 些 席 ”" 111。 划 球 镇 的 草 麻生 产 则 已 十 分 规范 化 ,”* 或 染色 相 

间 ,其 名 有 方 凡 如 内. 满 床 猩 眠 之 异 , 凡 坐 上 内. 杭 几 ,村 短 闪 狂 

花样 ,无 不 如 其 式 而 为 之 ”121。 

二 . 夸 瓦 石灰 业 

明 清 苏州 的 犬 氛 生产， 以 昧 募 镇 与 徐 庄 镇 最 为 善 和 名。 有明 

清和 皇宫 正骨 所 用 细 料 方 传 及 工 部 所 用 官 仍 ， 太 都 在 此 一 地 烧 

造 。 特 别 是 陆 墓 镇 ,所 产 砖 其 “ 坚 细 异 他 处 , 工 部 兴 作 元 于 此 

毁 制 "、 请 代 发 展 更 为 兴 时 ，“ 陆 墓 客 户 如 鲜 , 瘟 土 印 态 , 终 岁 

不 绝 "13:。 在 清 代 ., 陈 墓 是 著名 的 石灰 生产 中 心 。 和 宜兴 的 石 其 

业 兴 起 后 , 陈 摹 石 藉 业 受到 强烈 冲击 . 曾 一 庶 隐 于 困境 “在 镇 

窗户 几 至 撩 业 "。 但 到 了 乾隆 中 期 “了 眶 莫大 多 大 行 闫 ”, 陈 蜂 

镇 也 恢复 了 其 作为 江南 石 忒 主要 产地 之 一 的 地 位 14。 

11. 铁器 制作 业 
苏州 府城 的 铁器 制作 , 虽然 规模 不 大 , 但 明代 中 期 就 已 颇 

为 闻名 。 正 德 《站 苏 志 》 卷 十 四 中 记载 苏州 有 针 作 , 豆 靖 时 有 日 
本 使 臣 数 次 来 苏州 采购 针 151。 城 果 附 郭 也 是 铁 锅 的 重要 产 
地 ， 进 靖 时 备 倭 ,苏州 城郊 治 坊 被 官府 借 去 铁 锅 400 口 l6!。 到 
了 清 代 ,苏州 的 铁 业 更 盛 , 故 * 治 坊 ? 成 为 一 重要 行业 。 戟 隆 上 年 
冶 坊 工区 毅 事 , 坊 商 联名 上 诉 者 即 达 14 家 之 多 [71。 这 些 治 坊 ， 

[1 《元 帮 唯 可 志 》 闭 三 物产 。 

[21 民国 4 黄 运 志 》 黎 二 物产 。 

[3] 正 禾 + 站 其 志 ?着 三 十 一 物产 ;上 座 二 攻 省 县 志 》 着 二 六 物产; 宁 应 里 :天 工 开 

物 * 陶 许 第 七 问 “ 读 ": 顾 炎 武 : 芭 世 域 志 3 第 一 上 峰 苏 州 府 : 忆 国 ! 品 县志》 苍天 上 

牙 卷 二 十 二 下 引 抽 膏 谋 表 ， 

43 转 降 & 陈 镇 志 ? 疮 由 物产 

[5] 和 儿 博 去 悉 六 办 代 江 南 市 民 旦 许 起 探 7 .52 页 。 

16 《和 诲 图 编 4 着 十 2“ 严 域 守 "。 

171 宝 曲 谊 苏州 工商 业 碑 刘 业 》。 

上 二 由 则 -mm 国 

尝 著 琢 摆 卫 冲 性 持 联 晶 . 全 焕 格 项 灿 润 加 上 民 上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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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生产 已 有 分 工 ,有 专门 “成 造田 器 "者 ,有 专门 制作 钉 者 :41。 制 

作 铁 锅 者 更 委 ， 六 门 垦 郭 共 十 六 房 [ 坊 ] ”61。 

. 珠宝 玉器 制作 业 

早 在 明代 ， 苏 州 府城 的 珠宝 玉器 制作 水 平 就 已 领先 全 国 

各 地 , 故 宋 应 星 说 :和 良 工 虽 集 京师 , 工 芋 则 推 其 那 。" 0 在 清 代 ， 

苏州 的 珠宝 玉器 制作 也 一 直 以 高 工艺 水 平 著称 ， 史 称 “ 珊 瑚 球 

等 物 , 追 表 极 精 ” (4 ; 就 隆 帝 亦 虐 诗 失 之 日 :“ 专 诸 奉 里 工 莹 

纷 , 争 出 新 样 无 穷尽 。"15 此 时 的 珠宝 玉器 制作 都 在 府城 内 , 主 

要 集中 在 阅 门 里 专 诸 巷 及 天 库 前 吊桥 一 带 - 玉器 制作 已 形成 细 

致 的 行业 分 工 , 因此 出 静 了 开 料 行 、. 打眼 行 、 光斑 行 等 :各 作坊 

生产 也 各 有 特色 .玉器 工 隆 主要 是 苏州 本 地 人 , 但 清 代 中 期 有 

大 指南 京 玉 工 迁 人 , 称 为 京 帮 .。 其 人 数 晤 密 ,与 苏 帮 不 相 F 下 。 

据 后 人 这 湖 光 苏 地 业 此 者 三 数 百 , 商 而 工 者 则 三 二 余人 "9 。 

对 苏州 城市 工业 在 自明 中 叶 主 铺 中 叶 期 间 的 发 展 情况 作 

了 一 个 概述 之 后 ,我 们 接着 要 问 的 是 :工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之 

闻 存 在 一 种 外公 关系 呢 ? 

七 ”工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之 间 的 关系 

早 在 半 个 世纪 以 前 , 宫 崎 市 定 就 已 深刻 地 指出 : 明 清 时 期 

111 据 矢志 《 密 世 汶 生 图 》 ,时 隆 时 苏州 城内 有 ”* 钉 续 "店铺 或 作坊 。 大 图 李 华 发 从 

徐 扬 * 坚 世 识 生 图 :看 铺 栈 前 期 苏州 工商 业 的 繁荣 *。 

[2 《 壮 关 小 志 少 。 

[3] 人 应 星 性 天 工 开 物 # 珠 至 第 十 八 着 "天 "。 

[4} 坚 隆 & 苏 州 府 志 》 辩 十 二 秽 产 。 

157 转 引 自 范 金 民 : 明 缚 江南 南 业 的 和 展 # .42 下 。 

[6] 转 引 自 范 金 民 :f 肯 请 江南 商业 的 发 展 y.42 页 。 



的 苏州 “不 仅 是 一 个 政治 城市 ,而 且 还 是 一 个 离 业 城市 ,并 逐 

渐变 化 为 一 个 轻工业 城市 “01。 这 个 结论 十 分 正确 ,因为 到 了 清 

代 中 期 ， 仅 就 工业 中 的 一 个 部 门 一 一 丝 织 业 而 言 ， 就 成 为 了 苏 

州 府城 的 经 济 支柱 。 正 如 后 人 所 言 : “有 清 一 代 , 苏 填 东 半 城 开 

全 为 丝 织 业 所 聚居 ，…… 地 方 经 济 之 荣 项 ,， 亦 凡 视 丝 织 业 之 兴 

误 为 断 。"I 这 里 我 们 要 强调 的 是 ,虽然 官 崎 氏 所 说 的 苏州 仅 只 

是 苏州 府 锋 ， 但 是 他 的 这 个 结论 同样 也 适用 于 本 文 所 说 的 苏 

州 城市 。 简 言 之 ,由 于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苏州 城市 谈 

化 的 趋势 是 成 为 一 个 工业 城市 ， 因 此 城市 变化 的 主要 动力 来 

自 工 业 发 展 。 那 么 ,工业 发 展 是 如 何 引 起 城市 变化 的 呢 ? 

(一 ) 工 业 发 展 导 致 城市 工业 人 只 的 增加 

在 节省 劳动 的 机 器 没有 广 和 适用 于 生产 之 前 ， 工 业 生 产 

规模 的 扩 关 意味 着 工业 人 口 的 增加 。 这 里 所 说 的 工业 人 口 ， 

不 仅 指 工业 生产 中 的 直接 操作 大 员 ， 而 且 也 包括 从 事 辅 助 工 

作 及 管理 工作 的 人 员 。 从 对 近代 江南 传统 手工 业 作 坊 的 调查 

来 看 , 这 些 人 员 的 数目 通常 比 直接 操作 人 员 的 数目 更 大 131。 

[1] 官 寻 市 定 :t 明 清 酶 代 全 苏州 上 二 性 工业 只 于 过 了 。 

[2 苏州 档案 忆 品 { 呈 县 冀 总 业 同 业 公 辣 致 总 商会 醋 六 转 引 自 王 卫 平 长 明 清 江南 

地 区 的 城市 化 及 其 局 眼 #)o 

荔 州 的 员 折 与 称 区 都 是 直接 从 事 碳 .了 束 工 作 的 专 亚 工匠 , 太 玫 来 自 外 地 。 在 器 来 

作业 中 ,除了 这 些 专 业 工 攻 之 外 , 迹 需 有 柑 当 数量 的 辅 因 人手 。 明 然 没 有 关于 这 些 

辅 动人 手数 量 的 记载 ， 但 是 我 们 可 以 1930 华人 已 前 中 斯 汪 人 索 相 油 业 中 的 有 关 情 况 

来 对 此 作 一 推测 ， 据 1886 年 我 洒 访 居住 在 帆 多 县 石门 镇 原 釉 坊 主 毛 乐 访 时 所 作 

的 记录 ,当时 他 既 营 的 一 全 和 牛 王 农 村 袖 坊 必 允 作 车 ") ,共有 工作 上 员 婚 一 和 人 人， 

其 中 专业 工 咱 【 即 镜 超 士 ,其 地 售 与 柄 坊 和 染 起 中 的 须 区 莲 相 机? 让 人 大, 占 全 部 工 

作 人 员 竟 17 多 。 此 是 的 生产 人 员 还 有 管 作 萌 奉 、 大 供 . 小 忧 、 牛 亿 蔡 , 合 起来 共 

到 人 , 占 生 部 王 作 人 员 的 30% 。 亲 下 的 扫 绩 为 管理 . 殿 铀 . 情 助 人 员 (! 大 转 李 怕 重 : 

《江南 的 早 振 工业 化 # ,137 亚 1。 踊 狗 坊 中 的 情况 尘 航 不 会 与 此 完全 一 融 , 但 是 在 

专业 工匠 之 外 还 有 大 量 的 辅助 人 手 和 管理 上 大 员 , 则 是 可 以 肯定 的 。 

[3 han 

Ce 笃 恒 下 衬 且 通风 导 下 电 过 二 吉 藻 灯 汕 储 必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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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 

因此 明 清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， 必 然 引 起 城市 工业 人 口 的 相 

庶 增 如 ， 并 导致 了 城市 人 日 职业 结构 的 变化 。 和 正面 主 要 以 妈 

织 业 和 权 布 加 工业 为 对 象 ， 对 苏州 府 焉 工业 人 口 数 量 及 其 在 

砌 市 人 呵 中 所 占 的 比重 进行 分 析 。 

如 前 所 述 ， 明 伐 后 期 苏州 的 织 机 总 数 可 能 在 1500 部 左 

二 , 清 代 中 期 则 增 芋 12000 部 以 上 。 因 此 清 代 中 期 苏州 织 志 的 

总 数 比 明代 后 期 至 少 增 加 了 了 伴 。 丝 织 除 了 探 作 织 机 的 织 工 

( 通 贡 是 每 机 3 人 >》 外 ,还 有 共事 过 经 、 掉 纬 等 工作 的 辅助 人 

手 。 织 工 与 辅助 人 手 含 计 大 约 是 平均 每 机 4 一 人 01 ,但 还 有 

在 生产 过 程 中 共事 原料 及 产品 机 和 运 等 工作 的 人 手 未 计 人 。 上 

述 各 称 人 员 人 合计, 从 低估 计 姑 以 每 机 5 人 计 。 据 此 ,明代 后 期 

的 1500 部 织 机 需 工 人 7500 人 ,而 清 代 中 期 的 12000 部 织 机 则 

需要 工人 6 万 人 :从事 丝 红 操 浊 色 工 作 的 染 匠 人 数 ,级 使 少 于 

织 工 人 数 , 但 秘 十 分 可 观 14。 从 事 管理 .维修 .销售 等 工作 的 

大 员 ,数量 也 不 少 [。 各 种 人 员 合 计 , 在 清 伐 中 期 达到 大 约 10 

万 人 1L41。 除 此 之 外 ,还 有 大 量 的 人 手 从 事 经 织 以 前 的 纺 丝 、. 打 

线 等 工作 。 其 人 数 虽 然 也 很 密 ,但 由 于 主要 是 城乡 妇女 ,因此 

[1 官 彰 织 机 的 操作 上 大手 ,明生 平均 每 机 42 大 , 清 代 则 沪 3.3 上 大。 民间 织 机 的 平 

网上 大 允 树 炎 些 ,从 对 清末 南京 经 织 业 的 调查 来 看 ,大 多 以 2 人 为 密 ! 见 范 金 民 

与 使 京 :《 江 南 些 狂 虫 研究 》, 227 页 1。 干 过 后 一 数字 坟 的 上 只是 指名 工具 数 ， 

1913 年 苏州 开业 的 帐 房 有 357 家 , 克 配 机 户 近 1000 家 .共有 织 机 1334 台 .使 用 

导 话 上 徒 7681 大 【 民 圈 吴 其 志 } 蔡 五 十 一 1。 因 此 平均 每 机 司 用 工人 5 人 。 

1 了 瘟 引 万 历 二 十 克 年 意 时 且说 : 藉 州 " 妇 坊 加 而 要 工 向 青 数 子 上 ,机 起 轨 而 况 工 

藤 者 览 于 大 "”, 吕 克明 代 后 期 苏州 以 事 才 织品 更 色 的 工匠 人 将 其 雪 . 与 起 工人 

表 相 近 ， 

[3] 他 清 攻 中 期 的 南京 城内 , 专 设 有 二 店 . 榨 店 . 怎 于 培 术 行医 店 等 ,“ 情 材 待 亚 "”， 

为 " 织 户 之 附 府 "5 陈 作 霖 区 网 条 小 可》 记 机 亚 第 七 》- 

[4] ”根据 后 上 的 访 计 ,加 了 放 时 府城 内 的 有 如 机 12000 余部 ,外 业者 药 10 万 人 -其 中 

具 事 衬 炽 者 2 万 人 ,从 事 牵 人 径 者 3 万 人 ,从 事 撞 径 挤 粘 者 了 万 人 人 ,其余 为 在 经 

抹 . 些 行 . 殊 坊 . 炼 铜 坊 . 删 机 有 具 革 等 工作 的 具 员 。 此 外 还 有 从 樟 许 多 贸易 者 的 

] 万 人 忆 东 西 商 抠 - 范 州 市 情 )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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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 未 被 计 人 。 如 果 把 她 们 也 算 上 ， 那 么 从 事 丝 织 的 工人 总 

煞 还 要 增 折 。 

在 棉布 加 工 亚 方面 ,明代 后 期 苏州 蹦 妆 业已 有 一 定 规模 ， 

但 是 当时 江南 足 染 业 的 中 心 在 松江 ， 苏 州 蹈 桨 业 和 后 产 规模 站 

为 有 限 。 万 历 时 苏州 府城 虽然 已 有 娄底 达 数 千 人 之 密 ， 不 过 

似乎 主要 是 从 事 华 绢 贞 而 非 棉 布 的 光 色 。 至 于 蹦 匠 人 数 ， 则 

来 有 记载 留 下 ,说 明 其 人 数 可 能 还 不 很 案 。 到 了 雍正 时 ,府城 

内 外 的 踊 坊 已 达 六 七 百 家 , 雇 有 嗣 匠 1 一 2 万 人 ; 染 坊 数量 也 

不 少 , 有 蓝 坊 、 红 坊 、 潭 坊 , 杂 色 坊 等 分 工 , 染 区 人数 亦 在 万 人 

以 上 ; 蹦 桨 匠人 台 计 , 共有 2 一 3 万 余人 LIU。 除了 这 些 专业 工区 

外 , 踊 、. 染 坊 中 还 有 大 量 的 钵 助人 员 ( 如 烧火 、 挑 水 .清洗 、 据 

运 、 下手 等 粗 工 ) 以 肥 从 事 管理 .采购 .销售 等 于 作 人 和 人员 ,他们 

的 人 数 , 合 起 来 也 很 大 。 因 此 各 种 人 员 如 起 来 ,里 绍 炎 从 业 总 

大 数 应 大 大 超过 3 万 人 。 

绎 织 业 与 棉布 如 工业 之 外 ,在 苏州 府 焉 其 他 许多 工业 (如 

成 衣 .入 纸 制作 .珠宝 玉器 制作 等 ) 中 工作 的 人 员 数 量 ,在 本 文 

研究 的 革 个 世纪 中 也 有 很 大 增加 。 酝 此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苏州 府 

城中 直接 或 间 搂 从 事 各 种 工业 的 人 员 ， 从 低 知 计 至 少 也 在 

15 万 人 以上。 此 时 苏州 府城 人 口 100 余 万 , 以 一 户 五 后. 每 户 

有 芳 动 能 力 的 成 年 男女 2 人 计 ， 全 城 有 劳动 能 力 的 成 年 男女 

总 数 约 和 人 有余 万 。 因 此 工业 大口 至 少 占 了 有 劳动 能 力 的 成 年 居 

民 总 数 的 3 弛 .5 名 如 仅 以 成 年 男性 居民 计 , 则 这 个 比例 更 要 上 

升 到 75 氏 。 与 此 相 较 , 清 代 中 期 苏州 府城 内 官员 及 其 眷属、 属 

员 以 及 驻军 的 人 数 ， 据 王 卫 平 估计 总 共 为 6700 人 ， 仅 占 府 城 

[1] 许 禄 新 与 吴 承 明 证 编 :《 中 国 坦 本 证 立 的 更 秆 )! 中 国资 本 主 必 澳 展 出 第 一 

沧 ),. 405 页 ; 窜 新 吾 坟 片 成 争 前 中 国 棉 势 组 手工 业 的 商品 生产 与 闭环 主 立 

曲 攻 问题 3.537、s5d40 大， 王 卫 平 罗 明 请 江南 地 区 城市 中 研究 》.73 页 -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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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08S8T 一 10) 了 引 些 到 问 训 了 邢 戎 由 -TFIDaL 有 | ua hu 了 T 二 caiicdnu 一 下 

大 口 的 0.67 骆 [01。 又 , 据 民 国 时 代 的 统计 ,1929 年 苏州 城区 在 

了 籽 大 口 为 111489 人 , 占 总 人 口 的 42.32 和 。 而 在 业 大 口中 , 从 

商 者 占 51. 寻 人 镶 , 从 工 者 占 42.45 狗 0。 换言之 ,工业 人口 公有 

4.6 万 人 ,占有 劳动 能 力 的 成 年 居民 的 比重 仅 为 17.5 铝 。 因 此 

清 代 中 期 苏州 府城 工业 人 口 在 总 人 口中 所 占 比 鲍 如 此 之 高 ， 

在 近代 凡 前 的 城南 中 是 罕见 的 。 

至 于 郊区 市 镇 中 工业 人 口 及 其 所 占 比 重 , 因 为 记载 国 如 ， 

难以 确 知 。 莹 以 碾 米 业 为 例 分 析 之 。 如 前 所 述 ,苏州 的 愤 米 业 

主要 和 集中 在 郊区 市 镇 。 其 每 年 加 工 称 米 的 数量 ， 在 自明 代 后 

期 至 清 代 中 期 的 两 个 多 让 纪 中 .至少 增加 了 一 倍 以 上 。 公 只 

是 府城 居民 食 米 的 消费 量 ， 就 由 150 余 万 石 增 至 300 余 万 

石 。 碾 制 这 些 稻 米 需要 煞 少 工人 ， 可 从 当时 的 很 米 工 歼 推算 

出 来 。 明 清江 南 专业 化 的 稻米 加 工 ,一 般 是 先 匣 后 人 蕉 。 营 . 砍 

合计 ,1 个 工人 平均 每 年 可 出 米 225 石 Bl。 因 此 仅 是 万 明 末 和 

少 中 叶 闪 城 居民 所 食用 的 150 万 石 米 和 300 万 石 米 ， 就 分 别 

需要 和 获 坊 和 礁 坊 工人 共 6700 人 和 1.3 万 人 。 如 果 加 土 其 他 辅 

肪 人 员 {( 如 稿 米 搬运 工 \ 木 敬 维 修 工 等 ) ,其 数 更 多 。 再 加 上 为 

供给 郊区 市 镇 居民 食 米 和 为 杏 酒 业 服 务 的 研 米 工人 及 其 辅助 

大 员 ， 则 久 找 中 期 苏州 三 类 业 从 业 人 人 员 总 数 绕 明代 后 期 要 大 

得 煞 , 至 少 在 2--3 万 人 之 谱 L41。 这 样 大 数量 的 到 米 业 从 业 人 

口 分 布 在 凡 个 很 米 业 集中 的 市 镇 上 ， 对 这 些 市 镇 的 人 口 职 业 

构成 当然 具有 重大 的 旷 响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铺 代 苏 州 郊区 市 镇 还 

拥有 其 他 一 些 从 业 人 人 数 众 志 的 工业 (如 棒 油 业 .醒酒 业 、 草 编 

[1] 于 卫 平 :{t 明 清江 南 直 区 城市 中研 究 ),63 页 。 

[2] 苏州 市 地 方志 编 咎 委员 会 编 必 苏州 市 志 》,I 一 128 页 。 

[3] 见 李 和 伯 重 去 江南 的 早期 工业 花 3 ,好 页 。 

[4] ”情人 和 伐 中 期 葵 州 府 揪 大 口 马 达 百 所 ， 央 人 富 六 300 万 石 ， 加 上 名 区 市 铺 辣 米 玉 随 

酒 用 淋 以 而 数 200 万 五 计 ， 租 计 至 少 50 万 石 。 碍 这 些 洲 , 按照 上 述 再 米 工 

效 . 锅 而 米 工 人 2.2 万 人 。 再 昕 土 其 他 辅 有 人 员 .总数 更 在 此 之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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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等 )。 因 此 市 镇 中 工业 人 口 的 总 数 应 当 很 大 ,而 且 在 当地 人 

口中 占有 较 太 的 比 证 。 

二) 工业 发 展 导 致 城 击 工业 地 域 的 坟 大 

随 着 工业 人 口 的 增加 ， 工 业 生 产 所 需 的 工作 场所 也 要 相 
应 扩大 01。 因 此 明 清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, 必然 导致 工业 地 
域 扩大 。 这 个 由 工业 发 展 所 引起 的 城市 扩张 ， 既 是 一 个 时 间 
的 过 程 ， 又 是 一 个 空间 的 过 程 。 从 时 间 上 来 说 , 自明 中 时 起 ， 
工业 开始 迅速 发 展 , 吉 起 了 城市 扩张 。 从 空间 上 来 说 , 则 是 城 
市 工业 首先 在 府城 内 发 展 ,随后 扩展 到 城厢 附 郭 , 然 后 再 扩展 
到 郊区 市 镇 。 

明 初 苏州 府城 内 似乎 还 没有 出 现 比较 明确 的 功能 竹 的 
地 域 分 工 。 随 着 工商 业 的 发 展 ， 府 城内 首先 出 现 了 商业 集 

中 的 地 区 ， 后 来 又 逐渐 形 成 工业 集中 的 地 区 。 府 城 最 主要 的 
工业 一 “上 毕 织 业 , 嘉靖 时 已 集中 到 府城 的 东 半 部 , 故 史 称 “ 绫 
锦 丝 缚 缚 ， 皆 出 妊 城 机 房 ， 产 闽 两 盈 1 引 者 按 ; 即 吴 、 长 洲 
两 基 1， 而 东城 为 盛 ， 比 屋 皆 工 织 作 ， 转 贸 下 方 ， 吴 之 大 资 
也 ”Ia。 万 历时 朱 国 祯 更 说 :" 苏 民 素 无 积 到 ,多 以 丝 织 为 业 ， 
东北 半 城 ,大 约 机 户 所 居 。"131 以 后 到 康 局 时 ,“ 那 城 之 东 , 皆 
习 机 业 *[。 而 到 乾 放 时 ,东城 的 工业 更 加 集中 , 史 称 " 织 作 在 

[11 在 (上 本 世 己 言 4 准 士 失 《 杯 润 浑 梁 并 过 友 》 中 , 刁 江 县 懂 译 锁 上 的 扣 工 施 复 《 施 

润 译 ) 原 有 一 郁 负 本 ,后 来 " 增 上 三 四 张 纳 机 * .有 了 这 五 六 部 商机 后 ," 黎 要 证 

张 机 儿 , 怎 厅 家 中 阐 隆 , 押 址 下 机 床 ", 买 下 印 察 的 两 间 小 房 作 为 厂房 。 竖 夜 党 

了 近 十 年 ,长 了 教 千金 家 事 " 之 后 .入 才 甘 下 一 所 大 房 会 ,开办 下- -个 有 三 加 

千 部 负 二 的 手工 工场。 

[2z] 事 靖 上 & 吴 邑 志 》 汰 十 四 二 产 。 

13] 上 利 国 机 冯 皇 时 坟 事 记 》 涂 四 大 多 ， 

[4] 球 障 元 和 其 志 》 灼 十 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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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城 , 比 户 习 织 . 专 其 业者 不 窗 万 家 "01。 后 人 说 : “有 清 一 代 ， 

芽 垣 东 半 城 几 全 为 丝 织 业 所 聚居 , 万 户 机 标 , 彻夜 不 辍 , 产量 

之 丰 , 无 与 伦比 -。 ”此 时 的 苏州 东 二 , 可 以 说 已 成 为 当时 中 

国 最 大 的 城市 工业 区 。 在 此 同时 ， 府 城内 的 其 他 工业 也 逐 涤 

集中 到 一 定 的 地 区 131。 

类 做 的 情况 也 出 现在 城 晒 附 郭 。 和 典型 的 例子 是 府城 另 … 

项 最 主要 的 工业 一 一 棉布 如 工业 转移 至 城郊 。 明 代 苏 州 

蹦 染 业 伏 乎 主要 在 府城 之 内 ,但 到 了 雍正 时 ,这 项 工业 的 主体 

已 经 称 至 闪 门 外 的 上 .下 塘 - - 带 , 故 史 称 " 苏 布 名 称 四 方 , 习 是 

业者 , 阅 门 外 上 下 娘 居 对 ,请 之 字号 , 自 漂 布 . 染 布 及 看 布 、 行 

布 , 各 有 其 人 ,一 字号 常数 十 家 赖 以 举 火 "[。 因 为 染 坊 多 , 染 

色 后 的 污水 大 量 流 人 塘 河 ， 使 得 疯 门 外 上 塘 至 虎 乒 的 河流 受 

到 严重 污染 ,“ 满 河 青 红 娃 此 "。 当 地 忆 民 的 生活 为 此 而 受到 

严重 影响 ，120 余 户 人 家 联名 诉 诸 官府 。 官 府 在 调查 核实 之 

后 ,于 刘 隆 二 年 41737 年 ) 由 吴 、 长 .元 三 县 共同 “出 示 严 禁 ,并 

艺 将 置 备 染 作 器 物 ,迁移 他 处 开张 "154。 凡 后 汪 坊 又 迁 至 府城 

东 的 娄 门 外 16]。 西 此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. 城西 的 间 门 外 和 城 东 的 

娄 门 外 ,分别 成 了 蹦 . 染 业 的 中 心 。 

郊区 市 镇 由 于 好 域 范 围 较 小 ， 因 此 似乎 并 未 像 府 减 那样 

形成 专门 的 工业 区 .商业 区 和 居民 区 。 和 代 是 ,也 正 是 因为 地 域 

[1 乾隆 & 长 训 且 志 $ 者 十 。 

[z] 闭 州 档案 情 栈 《民有 上 县 经 如 各 由 业 公会 融和 总 商会 郴 3?( 转 引 自 王 卫 平 :明定 江南 

地 区 的 城市 侯 玉 其 局 陋 》)。 

葬 如 珠宝 玉器 制作 业 到 清 找 主要 集中 在 阁 门 里 志 诸 莫 吕 天 库 酌 吊桥 -: 带 ， 

上 如 是 - 讽 。 

14] “上 隆 《元 和 县 志 ?》 淮 二 六 风俗 。 

[51 瘟 降 二 年 # 苏 州 府 永 桂 席 抱 开 证 保 增 污 隶 河 道 碑 ?5 收 于 # 明 清 款 州 工 商业 矶 剂 

竺 9,72 责 ]。 

[后 乱 阅 干 有 平 区 明 铺 时 期 江南 城市 虫 研 完 $.7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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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 小 ， 因 此 市 镇 工业 在 地 域 专业 化 的 程度 方面 似乎 比 府城 
还 更 高 . - 些 。 换 言 之 ， .个 市 镇 往往 以 … 一 项 工业 为 特色 , 因 
此 也 被 一 些 学 者 称 为 "专业 市 镇 "41。 下 面 , 我 们 就 把 市 镇 工业 
的 主要 地 域 分 布 情况 作 -- 简 述 。 

1. 酝 米 业 : 清 代 集 中 在 虎 丘 . 青 里 . 概 桥 、 洲 于 .月 城 等 市 
镇 。 其 中 席 丘 和 甫 里 是 江南 著名 的 在 米 业 中 心 。 

2 . 酿酒 业 : 明代 集中 在 机 念 镇 。 清 代 横 爹 的 苹 酒 业 继续 
发 展 , 但 木 污 镇 酸 酒 业 异 军 突起 ,取代 横 金 成 为 更 重要 的 酿酒 
业 中 心 。 

3. 榨 油 业 ; 清 代 集 中 在 周庄 、 甫 里 、 陈 曹 等 市 镇 。 其 中 南 
于 镇 是 江南 著名 的 榨 油 业 中 心 。 

4. 草编 织 业 ; 自明 代 中 期 起 , 逐渐 集中 在 虎 丘 、 游 蛙 . 甫 
里 . 唯 齐 、 黄 塘 等 市 镇 。 

5. 苇 瓦 石灰 业 : 殖 瑟 业 自 明代 起 就 集中 在 陆 蔓 与 徐 庄 二 
镇 ,而 陈 蔓 镇 在 清 代 则 发 展 成 为 江南 主要 石灰 业 中 心 之 一 。 

由 上 可 喝 ,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郊区 市 镇 工 
业 的 专业 化 程度 有 明显 的 提高 。 在 部 区 市 镇 生产 规模 最 大 的 
三 大 工业 部 门 一 碾 米 业 . 樟 油 业 和 酿酒 业 中 ,生产 日 益 专 业 
化 ， 从 而 不 复 是 农家 副业 。 即 使 是 农家 副业 性 质 较 强 的 草编 
业 ,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生产 专业 化 程度 也 明显 加 强 51i。 专 业 市 镇 
的 发 展 体现 了 市 镇 朝 着 专业 化 的 工业 地 区 发 展 的 趋势 。 换 言 
之 ,专业 市 镇 的 发 展 也 就 是 城市 工业 地 区 的 扩大 。 
顺便 说 -- 说 ,在 20 世 纪 中 期 ,工业 化 国家 城市 出 更“ 工业 

Li 刘 乒 吉 : 必 明 清 时 代 讶 页 的 专业 市 场 })! 收 于 刘 石 吉 : 雯 明 清 时 代 江 南 市 镇 研 

亮 》)。 昌 类 刻 氏 说 的 是 江南 王 不 侈 限于 基 州 地 区 ,但 如 后 所 述 ,苏州 地 区 的 情 

疯 也 一 样 。 

[2] 前 引 道光 { 久 村 美 志 ? 枪 十 一 土产 .中 称 " 麻 划 之 符 . 席 机 之 区 . 惟 六 墅 有 之 "。 

亦 却 在 六 至 镇 , 山 草 席 忆 成 为 一 种 专业 化 的 生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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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区 化 "的 现象 (11。 明 请 苏州 府城 工业 的 向 外 扩张 与 这 种 " 工 

了 业 郊 区 化 “有 颇 大 不 同 (3 ,得 也 有 一 些 相 亿 的 特征 41。 而 工业 

从 府城 处 迁 的 主要 原因 ,也 与 “工业 部 区 化 ”" 相 类 ,不 外 乎 城 肉 

地 价 过 高 .环境 污染 ,以 及 交通 运输 手段 的 便利 等 [ij。 因 此 从 

菏 种 意义 上 来 说 ,这 也 体现 了 明 铺 苏州 城市 变化 具有 一 种 “ 现 

代 性 ”的 趋向 。 

和 八 工业 安 展 与 城市 变化 中 的 郊区 市 征 

明 清 苏州 的 城市 变化 趋势 ， 是 形成 一 个 以 府城 为 中 心 城 

市 、 以 部 区 市 镇 为 卫星 城市 的 特大 城市 。 这 里 我 们 要 进一步 

分 析 疮 区 市 镜 在 工业 发 展 与 城市 变化 中 的 地 位 与 作用 ， 从 而 

确定 它们 是 否 真 是 卫星 城市 而 非 独立 的 城市 。 

(一 ) 郊 区 市 镇 的 " 王 星 城市 出 ” 

认 现 代 城 市 地 理学 的 表 度 来 帮 ， 卫 星城 市 的 主要 特 

[1 所 谓 工 业 的 辑 区 化 , 措 的 是 工业 其 中 心 市 外 十 至 郊区。 这 种 外 迁 , 并 非 单 冲 地 

指 市 区 工业 直接 搬 到 部 区 . 而 是 指 市 区 工业 吉明 、 缉 区 工业 旺 人 三 所 北村 的 地 

域 职 能 的 转移 。 诈 迁 葡 区 的 工厂 ,可 能 是 原市 区 工厂 的 搬迁 ,也 可 能 时 新建， 

或 者 是 从 如 地 迁 来 。 工 业 钉 迁 的 原因 ,不 充 有 市 区 地 人 内 .环境 等 因 吉 ,而 且 有 

运 四 手 朗 的 变化 。 娄 办 于 潜 便 条 直 坟 :站 市 地 埋 概 论 》,302 一 303 页 。 

[2 例如 , 围 清 苏州 府 屿 工业 的 向 外 扩张 昌 航 导 青 了 帮 区 工业 的 旺 婚 ,但 却 并 

末 异 致 府城 工业 的 森 退 。 

[31 例如 市 区 工业 部 分 外 迁 .部 区 十 业 旺 监 等 .部 区 市 何 的 工业 ,有 的 可 能 基 原 府 

城 工 业 的 振 志 5 如 巢 米 业 1. 有 的 可 能 是 新 建 1! 如 木 污 镇 的 全 酒 业 )。 

[4] 明 演 薄 州 城内 地 鞭 高 ,因此 房屋 价格 部 足 ! 当 结 也 还 有 建筑 材料 协 格 商 负 

的 因素 -对 阅 李 伯 惠 :{ 红 南 的 早期 工业 北 》.510 页 yu 城内 环境 污 梨 的 问题 , 见 前 

村 染色 业 的 博 训 .交通 运输 手段 的 上 帮 利 ,网 前 述 苏 州 地 区 的 水 这 博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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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 ， 不 仅 在 于 位 置 方面 ， 而 且 世 在 于 发 生 过 程 和 职能 方 

面 。 其 位置 上 来 说 ， 卫 星城 市 与 母 市 之 间距 离 的 远近 ， 导 

致 工 星 城市 表现 出 不 同 的 性 质 。 上 距离 母 市 较 近 的 卫星 城 

市 ， 居 和 住 职能 和 依附 性 通常 较 绰 ; 而 中 离 较 还 的 卫星 城 市 

则 王 业 职能 和 独立 性 较 强 ， 人 口 规 模 也 较 大 ， 有 的 可 达 中 

等 城市 的 规模 。 众 发生 过程 上 来 说 ， 卫 星城 市 的 自然 发 生 

是 由 于 特大 城市 的 作用 使 原来 处 在 影响 范围 之 内 的 村 镇 变 

质 ， 铸 观 表 现 是 城镇 规模 变 大 ， 与 母 市 的 联系 加 强 。 从 职 

能 上 来 说 ， 卫 星城 市 的 一 个 主要 特点 ， 就 是 必须 为 母 市 承 

担 部 分 职能 《其 中 以 工业 、 居 住 、 文 教 三 祥 职 能 为 主 )。 由 

于 特大 城市 的 强大 的 影响 力 ， 卫 星城 市 本 身 固 有 的 职能 系 

统 出 现 变 形 ， 恶 儿 形 成 一 项 主导 职能 ， 而 这 项 主导 职能 的 

形成 又 源 于 生 市 职能 发 展 的 需要 ， 并 且 对 母 市 相应 的 职能 

有 很 大 的 依 峙 性 呈 1。 

明 铺 苏州 郊区 市 镇 的 发 展 也 体现 出 了 上 述 特 点 。 首 

先 , 在 地 理 位 置 方面 , 从 前 面 关 于 市 镇 人 口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

到 : 在 有 户口 数字 记载 的 清 代 夫 福 、 周 庄 、 概 桥 、. 唯 亭 、 游 

垒 、 甫 星 6 个 大 镇 中 ,上 距离 府城 在 和 里 以 上 的 有 2 个 【 光 

福 ,周庄 ), 30 一 和 里 的 有 2 个 { 唯 亭 . 甫 里 ) ,3 扣 里 以 内 的 

只 有 1 个 ( 概 桥 ?。 这 表明 了 工 离 府 城 较 近 的 市 镇 ,由 于 府 

城 强 大 的 吸引 作用 ， 因 此 其 规模 扩大 的 幅度 可 能 不 如 曝 

离 府 城 较 远 的 市 镇 大 ,上 高 府城 最 近 的 枫 桥 ,到 了 清 牧 中 

期 已 当 府 城 连 成 一 片 , 有 成 为 城厢 附 郭 的 趋势 。 在 其 独立 

性 下 放 豆 失 的 同时 ， 枫 桥 也 日 源 形 成 了 其 主导 职能 邵 稳 

米 贸 易 。 其 他 工商 业 较 为 发 达 的 专业 市 镇 (包括 浒 时 、 甫 

里 .和 眶 丘 、. 相 桥 、 月 城 、 横 金 . 本 让、 唯 亭 、 黄 怒 等 ,也 大 部 

[1] 每 闪 于 堆 俱 .村 起 茹 罗 姑 市 地 理 概 论 》.306 一 307 页 - 

rm -mo 必 二 于 

主 恒 车 平 号 各 用 时 号 蝇头 周 嬉 荡 灯 调 泪 后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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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集中 在 距 府 府城 4 里 以 内 的 “里 圈 ” 范围 内 , 其 主导 职 

能 对 府城 亦 具 有 有 较 天 依附 性 . 与 此 相反 , 蝗 离 府 城 最 远 的 

章 练 塘 镇 则 不 仅 有 较 强 的 独立 件 ， 而 月 其 固有 的 各 种 职 

能 也 保持 较为 完 企 。 由 此 而 言 ,大 部 分 部 区 市 镇 都 应 视 为 

卫星 城市 。 

导 伍 这 些 市 镇 变 成 府城 的 卫星 城市 的 原因 蚌 为 复杂 ， 

并 不 仅 是 办 为 这 些 市 镇 与 府城 之 间 空 间距 离 近 逮 和 交通 运 

输 便 利 。 如 果 它 们 彼此 之 间 设 有 密切 的 经 济 联系 ,那么 即使 

近 和 相 由 乓 ,也 依然 是 各 自 独 立 的 " 城 " 与 “镇 ”。 如 果 明 清 苏 州 

城市 变化 真 的 是 朝 者 - :个 由 府城 和 部 区 市 镇 共同 组 成 的 特 

大 城市 的 方向 发 属 ， 那么 府城 与 部 区 市 镇 之 间 的 经 济 联系 

必定 不 断 如 强 , 使 得 二 着 人 在 经 济 上 密 不 可 分 ,从 而 形成 一 个 

整体 。 

(二 ) 工 王 发 展 导 致 了 郊区 市 镇 的 "卫星 城市 化 ” 

由 于 工 亚 是 明 清 苏州 城市 既 济 的 首要 部 门 ， 因 此 府城 工 

业 与 部 区 市 镇 工业 之 间 关 系 当 热 也 就 是 府城 与 部 区 市 镇 之 间 

经 济 关 系 的 主要 和 内容。 很 清楚 ， 如 果 郊 区 市 镇 工业 和 府城 工 

业 之 间 的 关系 建立 在 一 种 较 高 水 平 的 分 工 的 基础 之 上 .那么 

府城 和 郊区 市 镇 之 间 的 经 济 联 系 就 很 强 固 ， 共 而 部 区 市 镇 也 

就 不 再 是 独立 的 城市 ， 而 是 以 府城 为 中 心 的 特大 城市 的 卫星 

城市 。 

在 本 文 所 和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， 苏 州 府 城 的 工业 经 历 了 一- 

个 由 城内 向 城 禺 崖 郭 扩 展 的 过 程 〈 典 型 的 合子 是 棉布 加 工 

业 )}。 这 一 点 ,大概 不 会 有 密 少 争 说 。 介 是 苏州 部 区 市 镇 工业 

的 发 展 是 否 也 是 府城 工业 扩展 所 致 ， 则 还 需 论 证 。 部 区 市 镇 

的 主要 工业 是 万 米 业 ̀ 恒 酒 炎 、 榨 油 业 . 印 耐 业 等 ,从 宋代 江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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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一 般 情 况 来 看 , 很 可 能 是 位 于 苏州 府城 肉 :1 。 明 代 前 中 期 

未 见 缉 区 市 镇 有 这 些 工 业 的 记载 ， 因 此 可 推 务 可 能 仍然 在 府 

厌 内 .直到 明代 后 期 ,这 些 工 业 中 才 有 部 分 扩展 到 府城 近 纯 。 

但 是 到 了 清 代 ,不 再 见 到 府城 内 有 关于 这 些 工 业 的 记载 ,而 关 

于 这 些 工业 在 郊区 市 镇 上 砍 咸 麻 荣 的 记述 州 颇 为 常见 。 困 此 

这 些 工 业 是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内 由 府城 转移 到 部 区 市 

镇 的 ,应 无 可 置疑 。 然 而 仅 只 指出 这 一 战 , 还 不 能 说 明 部 区 市 

镇 工业 与 府城 工业 之 间 存 在 着 非常 密切 的 联系 ， 因 为 府城 工 

业 转 稳 到 部 区 市 镇 之 后 ， 也 可 能 使 得 部 区 市 镇 因此 而 形成 独 

立 的 工业 地 区 。 困 此 ， 要 更 深信 地 了 解 苏 州 府 城 与 部 区 市 镇 

之 冶 的 关系 ,还 必须 瑚 清册 下 问题 :府城 工业 向 部 区 市 镇 的 转 

移 有 哪些 方式 ”究竟 是 哪些 工业 其 府城 工业 转移 到 部 区 市 

镇 ?” 为 什么 会 发 牛 这 种 转移 ? 这 种 转移 建立 在 一 种 什么 样 的 

基础 之 上 ? 等 等 。 

1. 城市 工业 向 外 扩展 的 方式 

府城 工业 向 郊区 市 镇 的 转移 ， 表 更 了 城市 工业 的 向 外 扩 

苦 。 而 城市 工业 降 外 扩展 的 基本 方式 有 一, 一 是 “平面 转移 "” 

的 方式 . 另 -- 则 是 "立体 攻 散 "的 方式 。 所 谓 " 平 面 转移 ”, 指 的 

是 因 城 内 空间 有 限 而 不 得 不 将 需要 扩大 生产 规模 的 工业 部 

门 ,整个 地 或 部 分 地 搬迁 到 城 外 ;而 所 “ 立 人 恒 扩 散 ”, 则 指 只 

产业 分 工 为 基础 ,城中 保留 一 部 分 最 符合 当地 条 人 心 的 工业 ,而 

将 不 符合 这 些 条 御 的 工业 转移 到 城 外 。 

从 明 清 苏州 的 情 癌 来 看 ， 工 业 由 府城 内 转移 到 城 晒 附 

郭 很 大 程 麻 上 属于 "平面 转移 "。 鲍 如 府城 的 印刷 业 ,明代 后 

期 集中 在 向 门 一 带 . 清 代 则 扩展 到 了 间 门 外 ,因此 阿门 外 的 

[1 大 阅 李 人 怕 重 次 江南 的 刀 蔓 工 业 世 #,12?7 页。 

悦 汉 |, 权 

Di Ji 

池 涛 村 衬 丑 泛 用 字 丘 量 ， 信 向 千 东 灯 亩 号 医 站 

439 得 



(0 外 1 一 5L 有 六 入 澡 间 眼下 绕 峭 en 

[nl 一 ”” - 

山 往 街 成 为 重要 的 年 天 印 剧 中 心 。 更 典型 的 例子 是 栅 布 如 

工 开 。 由 于 这 项 工业 的 生产 规模 在 清 代 迁 速 扩大 ,到 到 正 时 

已 拥有 数 以 百 计 的 踊 染 坊 和 数 以 万 计 的 蹦 兴工 匠 ， 而 此 时 

城内 已 经 设 有 足以 容纳 这 一 工业 发 展 的 空间 了 。 琴 此 这 项 

工业 怠 亚 攻 向 闸门 外 转移 ,从 而 才 有 较 大 发 展 . 但 是 工业 从 

城 岂 向 城郊 的 这 种 “平面 转移 " 是 有 限度 的 。 要 基 城 市 工业 

的 书展 仅 是 遵循 这 种 方式 ， 那 么 随 着 工业 从 城内 不 断 地 转 

移 到 城 肚 附 贡 ， 城 厢 附 郭 的 工业 地 区 也 必然 随 之 不 断 地 及 

胀 ， 从 而 形成 一 个 包括 府 域内 和 城厢 附 郭 在 内 的 巨 无 霸 城 

市 。 然 而 在 本 文 所 研究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府城 (城内 与 城 

采 附 郭 ; 人 口 数 量 仅 增加 了 1 工 俏 , 而 部 芭 市 镇 则 增加 了 9 人 悦 ， 

因此 府城 扩张 幅度 要 小 得 多 。 和 由 此 亦 可 殉 ，“ 平 面 转 移 " 并 非 

苏州 府城 工业 网 外 扩展 的 众 一 的 方式 。 

苏州 府城 工业 的 “立体 入 贡 ”, 主要 表现 为 府城 工业 向 部 

区 市 镇 扩展 。 工 业 从 府城 扩展 到 郊区 市 镇 ， 并 不 都 蚌 单 纯 地 

因为 城府 缺乏 足 辟 的 发 展 空间 [1。 为 了 更 清楚 地 看 到 这 一- 

“立体 扩散 ”的 特点 , 需要 对 于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地 域 转移 情况 

作 一 个 简略 的 分 析 。 

2. 向 外 转移 的 城市 工业 的 种 类 及 特点 

内 明 清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地 域 分 布 情 况 的 变化 来 看 ， 城 市 

工业 的 转移 并非 只 是 从 府城 内 阿 城 外 (城厢 附 苦 和 部 区 市 镇 ) 

转移 ,而且 也 有 相反 的 情况 。 大 致 来 说 ,工业 的 转移 可 归纳 为 

凡 下 三 种 情况 : 

第 一 ， 工 亚 从 府城 内 究 全 地 转移 到 城 外 。 这 类 工业 包括 

[1] 刻 果 刀具 是 出 于 这 个 原因 的 话 ， 球 么 最 舍 理 的 方式 应 当 是 JT 业 欠 府 塘 内 转 

欧 到 城 果 附 备 ,而 非 扩 层 到 有 一 定 间 虹 的 部 区 市 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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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米 业 酿酒 业 、 榨 油 业 等 。 

第 二 ,工业 从 府城 内 部 分 地 转移 到 城 外 。 这 类 工业 包括 

铁器 制作 业 、 纸 张 加 工业 .印刷 业 等 。 

第 三 ， 工 业 有 从 城 外 转移 到 府城 肉 。 这 类 工业 的 代表 是 丝 

织 业 t。 

如 果 进 一 步 分 析 的 话 ， 可 以 看 到 发 生 转 移 的 工业 有 以 

下 特点 , 即 : 在 发 生 转 移 的 三 类 工业 中 , 第 一 类 工业 (和 硬 米 

业 .、 酿酒 业 、 榨 铀 业 等 ) 在 生产 中 要 消耗 大 基 的 原料 并 且 产 

生 天 基 的 废料 [31, 并 且 生 产 上 艺 与 产品 附加 剧 值 一 般 而 言 

都 不 很 高 41。 第 二 类 工业 (铁器 制作 业 .纸张 轴 工 业 、. 印 届 业 

等 ) 在 其 内 部 包括 了 不 同 的 部 门 , 各 个 部 门 在 原材料 使 用 、 

废料 产生 以 及 生产 工艺 水 平 、 产 品 档 次 等 方面 有 较 明 显 的 

差别 14] 。 在 这 些 工业 中 ,转移 到 了 了 城 外 的 主要 是 那些 销 耗 原 

材料 与 产生 废 料 较 多 或 工艺 水 平 .产品 档次 较 低 的 部 分 。 第 

三 类 工业 《【 丝 织 业 等 })， 则 主要 是 生产 工艺 与 产品 附加 航 值 

都 颇 高 .而 消耗 原料 和 产生 废料 都 较 尘 的 工业 [5 。 

[tl 有 昊 巢 明 已 指出 清 代 至 织 业 月 从 农村 . 风 转 向 友 城 市 守 中 的 趋势 【 许 入 新 与 吴 

承 明 主 给 :f 中 国资 本 证 交 的 萌芽 》 ,364 责 )。 在 苏州 ,部 是 连 央 转移 到 了 上 府 三 

内 。 

[2] 这 些 工 业 产后 的 鹿 糙 如 各 过 .米糠 . 末 糖 . 油 酒 等 ,可 以 作 其 他 月 放 ! 如 多 料 、 

肥料 等 ]). 因此 并 非 鼓 正 意 兴 上 的 座 料 。 但 是 这 些 用 诈 部 只 在 在 下 忆 才 可 以 

万 党 开 实 ,. 因此 对 于 城市 地 区 前 言 , 各 壳 . 米 由 .尊重 .、 油 澶 等 做 热 旺 大 用 的 

度 料 ,需要 运 出 处 理 。 

[3] “ 当 状 ， 囊 造 各 酒 要 很 高 的 工艺 , 但 是 酿造 太 众 消费 的 一 般 酒 则 并 二 需要 很 高 

工艺 .因此 连 许 煞 农 户 也 在 农 亲 时 自行 醒 造 。 

[4] ”例如 在 铁器 制作 业 中 ,生产 一 般 小 型 性 工具 ， 清 三 原材料 下 过 . 产生 出 料 也 

很 少 , 而 生产 铁 锅 出 需 索 赤 原 材料 , 并 产生 较 过 诬 料 。 在 掏 斐 杂工 业 和 印刷 

业 中 .制作 黎 纸 和 虞 纸 ,油纸 等 . 印 嘎 性 寿 与 印 制 一 般 过 信用 品 等 .彼此 之 同 

在 工艺 本 平 上 也 有 相当 的 区 硬 。 

{St 在 明 注 时 期 , 由 于 棉 私 名 业 的 迅速 人 发展, 些 织 品 亚 亲 成 为 一 种 主要 而 向 中 上 

屋 社 会 的 良 费 昌 ,因此 对 益 襄 品质 量 的 整 求 也 于 新 提高 .此 时 的 此 织品 生产 ， 

需要 较 商 的 工艺 。 

卫生 

主 叶 车 于 娃 放出 平 妊 加 .六 内 寺 薄 灯 澜 证 民 上 

JJ TT 了 PE， 可 阿 各 开 可 ET 

本 本 面 于 本- 蕊 巧 可 EC 上 IT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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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 也 要 指出 ,有 一 些 工业 从 未 发 生 转 移 ,典型 的 例子 是 

珠宝 玉 髓 制作 业 与 芒 瓦 石灰 业 。 自 钥 代 中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， 南 

者 一 直 集 中 在 府城 内 ,而 后 者 - 直 在 基 些 郊区 市 镇 上 ,彼此 之 

间 其 未 出 现存 下 转移 的 情 旋 。 成 衣 业 和 草编 业 的 情 交 也 捧 至 

如 此 。 如 果 和 仔细 地 春 ,在 未 出 现 过 转移 的 那些 工业 中 ,位 于 府 

城内 者 { 如 到 宝 玉器 制作 业 . 成 衣 业 ) 都 基 消 耗 厚 奢 料 以 及 产 

生 闵 料 很 少 、 生 产 技 艺 和 产品 附加 价值 很 高 的 工业 !103; 而 位 

天 郊区 市 镇 者 【如 砖 瓦 石 其 业 .草编 业 ) 则 是 消耗 原材料 及 产 

生 虚 料 较 密生 产 技 艺 和 产 站 附加 协 值 较 低 的 工业 。 

3. 城市 工业 转移 与 产业 地 域 分 工 

出 上 述 情 训 可见, 在 明 清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,有 

一 部 分 城市 工业 从 府城 内 转移 到 了 城 外 〈 城 厅 附 刘 与 部 区 市 

镇 ) ,同时 也 有 -部 分 工业 从 城 外 转移 到 了 城 肉 。 这 种 转移 具 

有 一 定 的 规律 . 即 那些 消耗 原材料 以 及 产生 订 料 都 较 少 .生产 

技艺 和 产品 附加 价值 都 较 高 的 工业 转移 到 府城 内 ， 而 那些 消 

耗 原 材料 及 产生 废料 较 和 多、 生产 技艺 和 产品 附加 价值 较 低 的 

工业 则 转移 到 城 蚌 附 郭 及 部 区 市 镇 上 去 。 这 种 转移 体现 了 一 

种 瑟 业 的 地 域 分 工 。 为 什么 会 发 生 这 样 的 转移 ”我 们 认为 主 

要 是 出 于 产业 分 工 的 需要 所 致 。 

相对 而 言 , 府城 内 人口 密集 ,空间 有 限 , 不 仅 工 作 场地 紧 

缺 、. 运 送 原 材料 与 废料 不 恒 , 而 甘 和 生活费 用 也 较 高 。 但 是 从 另 

外 一 方面 来 说 ,府城 内 也 拥有 一 些 有 利 工 业 发 展 的 条 件 , 例 如 

Li 苏州 的 些 况 业 .成 让 业 和 琴 宝 玉器 制作 业 . 由 于 制作 工艺 汶 平 商 ， 因 此 产品 

在 全 国 市 场 F 有 广阔 的 销路 。 张 江 说 : “四方 重 晃 夺 而 丘 冀 工 放 最 ,四方 重 氏 

山 有 吴 益 工 于 器- …… 工 于 器 者 , 鳅 日 雕 铁 , 内 不 酌 搬 ,而 岁月 秽 劳 . 取 利 情 

大 ; 工 于 织 者 ,经 岁 时 组 , 华 不 看 寸 , 而 钢 乓 之 后 , 胜 于 盈 丈 .县 琢 反 之 器 , 足 沁 

当 斤 多 之 耕 : 辕 寸 之 吾 ,， 中 以 当 妇 风 立 埠 也 ”! 张 翘 :《 松 密林 语 》 卷 中 百 上 上 

纪 1。 这 豚 详 雪 明 这 些 工业 确实 属于 产 癌 碳 如 值 磁 高 的 工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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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仅 本 地 劳动 力 束 质 相 对 较 高 10 , 而 且 可 以 吸引 大 其 有 专长 

的 外 地 工 斤 [1 引 , 等 等 。 这 些 优 势 使 得 府 焉 比 较 适 合 于 那些 工 

艺 水 平 与 产品 档次 都 较 高 的 工业 和 后 产 。 与 此 相反 ， 郊 区 市 镇 

在 将 得 原料 并 处 理 记 料 等 方面 拥有 某 种 优势 ， 而 且 由 于 生活 

费用 较为 低廉, 可 以 吸引 那些 素质 由 对 较 低 的 这 动 力 , 因 而 比 

较 适 合 于 那些 [ 艺 水 平 与 产品 附加 价值 都 较 低 的 工业 生产 。 

城 果 附加 所 具有 的 各 种 条 件 ， 大 致 钼 于 府城 内 和 郊区 市 镇 之 

间 而 更 接近 于 府 焉 内 。 因此， 从 .[ 业 和 后 产 所 需要 的 各 种 条 件 

来 说 .形成 了 府城 内 . 城 霖 附 郭 和 郊区 市 第 一 个 各 有 特点 的 地 

区 。 只 有 把 各 种 工业 生产 配置 在 最 有 利于 其 发 展 的 地 方 ， 形 

成 合理 的 工业 布局 ， 工 业 才 能 顺利 发 展 。 具 人 蛋 就 苏州 城市 工 

业 而 言 ， 就 是 依据 消耗 麻 材 料 以 及 产生 启 料 的 多 人 少 、 生 产 技 

艺 和 产品 附加 价值 的 高 低 , 把 城市 工业 大 致 分 为 商 . 中 、 低 三 

个 层级 ， 把 较 识 层级 的 工业 上 集中 在 府城 内 ， 中 等 层级 的 工业 

生产 配置 平城 果 附 郭 ， 而 将 较 低 层级 的 工业 生产 转移 到 郊区 

市 镇 。 

这 种 依照 产业 层 组 而 进行 的 地 域 分 工 是 明 清 苏州 城市 工 

了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重要 趋势 。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， 在 产业 分 工 中 处 于 

较 低 层级 的 碾 米 业 酿酒 业 . 榨 油 业 等 工业 , 基本 上 完全 地 转 

移 到 了 部 区 市 镇 ;处 于 中 等 层级 的 棉布 如 工业 ,大 部 分 转移 到 

了 城 厢 附 郭 ; 而 处 于 较 高 层级 的 经 织 业 工业 , 则 基本 上 转移 到 

了 府城 肉 。 在 铁器 制作 业 、 纸 张 加 工业 、 印 刷 业 等 工业 中 , 处 

于 较 低 层级 的 生产 部 门 ( 如 铁 锁 制 作 、 烧 纸 与 油纸 制作 帮 普 通 

迷信 用 品 印 制 等 ) 转 移 到 了 城 厅 附 郭 ,而 处 于 较 高 层级 的 生产 

[1 例如 前 引 张 普 所 言 。 

[2] 葬 如 清心 苏 州 的 限 下 .出苗 . 宵 皮 攻 、 纸 匠 . 举 直 工匠 等 ,大 部 分 来自 江宁 . 太 

平 , 宁 图. 镇 这 .元 如 .人 金 区 等 地 。 他 伯 之 所 以 能 各 在 苏州 府 戚 找到 工作 .主要 

原因 基 他 们 孝 有 专长 。 

主 弹 人 时 娃 通风 早 卫 司 ， 们 卉 卦 落果 遂 承 诛 H 
本 二 me 一 

-一 一 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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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门 (如 小 型 铁 工 具 制 作 . 复 纸 制作 .书籍 印刷 等 ) 则 仍然 留 在 

府城 内 。 

经 过 这 梓 的 转移 , 留 在 府城 内 的 工业 主要 是 产业 层级 较 

商 的 工业 . 集中 了 这 些 工 业 的 府城 也 因此 而 成 为 苏州 城市 工 

业 的 中 心 。 城 厢 附 郭 的 工业 以 产业 层级 处 于 中 等 的 工业 为 

主 ， 而 郊区 市 镇 则 集中 了 产业 层级 较 低 的 工 业 ， 因 此 它 分 

别 盛 为 苏州 城市 工业 的 中 层 与 底层 。 在 这 种 合理 的 产业 地 

域 分 工 的 基础 之 上 ， 三 者 形成 了 … 个 以 府城 工业 为 中 心 的 

工业 体系 。 在 这 个 体系 中 ， 三 者 虽然 各 自 扮 演 着 不 同 的 角 

色 ， 但 是 彼此 之 间 却 存在 一 种 非常 密切 的 相互 恢 存 的 关 

系 : 较 低 层级 的 工业 产品 虽 大 多 产 于 部 区 市 镇 ， 但 却 主要 

是 供 府 城 消 费 '11; 层级 较 高 的 工业 产品 时 主 要 产 于 府城 ， 

但 原料 却 大 堵 来 自 城厢 附 郭 工业 或 部 区 市 镇 工业 !。 由 于 

这 种 密切 的 依存 美 系 ， 郊 区 市 镇 在 经 济 上 的 独立 性 也 日 益 

削 胖 ， 日 次 成 为 府城 的 附 宽 。 正 内 如 此 ， 苏 州 城市 工业 由 

府城 内 向 城厢 附 误 和 郊区 市 镇 扩展 的 过 程 , 也 就 是 一 个 以 府 

城 为 中 心 、 以 郊区 市 镇 为 卫星 城市 的 特大 城市 的 形成 和 发 展 

过 程 [3)。 

11] 例如 郊区 市 镇 的 在 米 业 . 雁 油 业 . 酿 画 业 和 砖 瓦 石 忒 业 等 ,其 产品 的 最 大 主 顾 

就 是 府城 居民 ， 

LI3] 例如 府城 成 衣 业 使 用 的 布匹 ,就 是 在 憾 厢 附 碍 区 色 和 踊 压 的 。 而 府城 这 馈 业 

公用 的 些 , 世 有 许 才 基 在 加 区 市 镇 邵 工 ( 接 绽 . 药 经 . 络 纬 . 反 绵 线 等 ?的 。 

[3] 与 此 形 咸 对 照 的 .是 那 种 "群芳 争 条 "型 的 上 商业 市 转 中 的 工业 坦 帮 。 这些 市 

镇 之 间 并 未 形成 上 壕 那 种 依照 产业 层 钴 的 高 抵 而 进行 的 地 囊 分 工 , 而 是 形成 

了 届 外 一 种 工业 地 域 分 工 , 即 一 种 不 以 产业 屋 巡 务工 为 基础 的 地 方志 业 化 。 

典型 的 便于 如 有 吴江 县 -该 县 的 主要 产业 旺 急 织 业 和 米 业 , 毕 织 业 分 布 在 感 主 、 

圳 译 .其 谍 等 市 征 ,而 米 业 则 分 布 在 平 望 . 丢 里 . 同 里 等 舍 . 这 些 市 镇 考 自 都 是 

一 个 独立 的 工 娄 中 心 , 逢 此 之 间 在 产业 层 航 上 音 未 出 更 重 坟 莽 别 ,因此 它们 

带 常 狂 于 一 种 相互 竞争 的 地 位 。 这 也 使 得 以 这 些 工 业 为 主要 产业 的 市 祸 . 者 

发 展 成 为 一 个 个 独立 的 中 小 工业 城市 ,而 非 旭 苏州 郊区 市 镇 那 磁 成 为 大 城市 

的 卫星 城市 。 



楷 猪 本文 所 论 作 一 简 机 的 总 结 恕 下: 

第 一 ,在 明 中 时 至 清 中 呈 的 三 个 世纪 中 ,苏州 城市 有 显著 

扩大 。 这 个 扩大 同时 表现 为 焉 市 地 域 范 围 的 扩展 与 城市 人 口 

的 增加 。 

第 二 ,苏州 城市 变化 的 主要 趋势 ,是 城市 从 府城 内 扩大 到 

城 量 附 韩 和 部 区 市 镇, 从 而 形成 一 个 以 府城 为 中 心 .以 部 区 市 

镇 为 “卫星 城市 "的 特大 城市 。 

第 三 ， 苏 州 城市 变化 的 主要 动力 来 自 城 市 工业 的 发 展 。 

城市 工业 的 发 展 , 并 非 单纯 的 府城 工业 向 外 转移 ,而 是 在 比 轻 

优势 的 基础 上 形成 的 合理 的 她 域 分 工 。 

第 四 , 经 过 这 三 个 世纪 的 发 展 , 到 了 清 代 中 期 ,城市 工业 

在 苏州 地 区 经 阐 中 已 经 居于 主导 地 位 ， 在 此 意义 上 可 以 说 苏 

州 如 经 成 为 一 个 工业 城市 。 

从 上 可 见 , 明 清 苏州 城市 变化 所 表现 出 来 的 趋势 ,非常 

有 和 于 衣 玻 师 所 指出 的 以 “开封 型 城市 ”为 代表 的 传统 城 

市 。 因 此 苏州 城市 变化 所 代表 的 ,确实 是 中 国 城市 发 展 的 万 

外 一 种 方向 ， 即 宫 崎 市 定 所 指出 的 由 政治 域 市 和 商业 城市 

逐渐 变化 为 工业 址 市 的 方向 。 两 位 前 贤 早 在 几 十 年 前 就 已 

敏锐 地 看 到 了 这 一 点 ,是 非常 有 眼力 的 。 此 外 ,用 城市 地 理 

学 的 根 光 末 看 ， 明 清 苏 州 的 城市 变化 也 体现 了 香干 现代 城 

市 发 展 的 特征 ， 因 此 可 以 说 具有 某 种 “超前 性 " 。 在 此 杰 义 

上 ， 我 们 可 以 认为 明 清 苏州 城市 变化 与 近代 欧美 城市 发 展 

有 相似 之 处 。 当 然 我 们 也 应 强调 : 即使 是 在 江南 ,苏州 的 城 

市 发 展 也 并 非 惟 一 的 发 展 方 式 。 侧 如 苏州 城市 发 展 与 那 种 

wa 一 -一 一 全 

圣 淹 导 于 重 澳 遇 字 吾 易 .党 疹 车 着 果酒 淹 攻 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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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 兴工 商业 市 镇 型 城市 "的 发 展 之 间 , 就 有 颇 太 差异 。 相 对 

而 言 , 在 江南 各 种 类 型 的 城市 发 展 中 , 与 苏州 最 为 相近 的 是 

杭州 ， 因 此 衣 瑟 师 把 这 种 娄 型 的 城市 发 展 称 为 “ 苏 杭 型 城 

市 "发 展 是 非常 怡 当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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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有 录 : 

“江南 地 区 忆 界 定 

在 明 清 饶 济 虫 研究 中 ， 江 南 地 区 向 来 是 最 受 青 归 的 罕 

上 儿 。 人 和 但 奇怪 的 是 ,对 于 这 个 “江南 地 区 ”的 地 域 划分 , 却 从 来 

没有 一 个 统一 的 意见 。 在 各 位 研究 者 的 笔下 .这 个 地 区 大 至 

可 午 括 苏 南 、 皖 南 . 渐 江 甚 至 江西 . 小 至 公有 苏 南 一 阳 ( 苏 、 

松 . 常 .镇 四 府 ) 或 太湖 东 人 南平 厚 一 前 ( 苏 、 松 、 喜 、 湖 四 府 )。 

介 平 其 中 者 , 则 有 苏 、 松 . 杭 . 幕 、 潮 五 府 说 , 苏 、 松 . 常 、 杭 、 

嘉 . 湖 六 府 说 , 苏 、 松 . 常 . 镇 . 杭 . 竟 . 潮 七 府 说 , 苏 、 松 .和 常 、 

镇 . 宁 . 杭 . 嘉 . 湖 八 府 说 , 苏 . 松 . 常 .镇 . 宁 、 杭 、. 嘉 、 淹 、 十 、 细 

十 府 说 , 等 等 ,不 一 商 足 - 这 种 对 于 同一 地 理 梳 念 理解 的 差 

异 . 必然 会 导致 各 人 研究 鱼 论 的 分 歧 。 之 所 以 如 此 , 主要 原 

因 盖 在 于 对 作为 有 经济 区 域 的 江南 地 区 的 界定 ， 上 缺乏 统一 的 

标准 。 

在 中 国 古 代 经 济 区 域 的 划分 问题 上 上， 往往 是 仁孝 和 

仁 ,智者 见 智 ,论说 纷 红 , 莫 囊 一 是 。 大 致 说 来 ,划分 的 主 

要 方 东 有 两 种 :一 种 其 行 政 区 划 为 根据 , 另 一 种 则 以 自然 

与 经 济 条 件 为 基础 。 显 然 , 对 于 经 济 史 研究 来 说 , 后 一 种 

方法 较为 惟 当 ,其 理由 施 坚 雅 (G.William Skinner) 论 之 已 

.… 淹 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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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号 8T 一 上 zT 册 过 移 格 阁 上 吉 菠 

详 Li1。 施 氏 关 于 中 国 历史 上 经 济 区 域 划 分 的 理论 ,经 斯 波 
义 信 改进 ,发 展 成 为 一 种 比较 成 熟 的 区 域 研 究 理论 。 施 氏 
的 “地 文 地域 " 说 , 主要 着 眼 于 水 路 交通 , 故 其 理论 核心 亦 
可 简 述 为 “地 正 即 河川 流域 "。 斯 波 氏 在 重视 水 路 交通 的 
同时 , 也 强调 生态 系统 的 作用 ,从 而 把 施 氏 的 “地 文 地 域 " 
说 发 展 为 “地 文 一 生态 地 域 "说 121。 我 们 认为 施 氏 一 斯 波 
氏 的 理论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, 但 还 应 补充 -- 点 : 我 们 所 划 的 经 
济 区 , 在 古代 人 的 心目 中 , 应 当 也 是 一 个 特定 的 概念 。 换 
吉之, 即 须 得 到 历史 的 闲 认 。 鉴 予 以 往 对 江南 地 区 的 划分 
比较 混 瑟 , 我 们 认为 有 必要 在 确定 其 合理 范围 之 前 ,对 我 
们 所 其 以 进行 划分 经 济 区 的 标准 作 一 阐释 。 

首先 ,这 个 好 区 必须 具有 地 理 上 的 相对 完整 性 , 即 必须 是 
一 个 自然 与 生态 条 件 相 对 一 致 的 整体 。 一 般 说 来 ， 在 这 个 地 
区 的 外 部 。 有 天 然 屏 隧 将 它 与 星 邻 地 区 分 陋 开 来 ;而 在 其 内 
部 ， 不 仅 自 然 与 生态 条 件 大 致 相同 ， 而 且 往 往 还 属于 同一 水 
系 , 因 而 其 内 部 各 地 有 着 紧密 的 联系 。 其 次 ,这 个 地 区 内 部 各 
地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应 当 比较 接近 ， 而 且 彼此 之 间 经 济 联 系 也 
十 分 紧密 ,从 击 构成 一 个 经 济 上 的 整体 。 再 侈 ,这 个 地 区 在 人 
们 心目 中 应 当 是 一 个 特定 的 概念 ,也 就 是 说 ,被 人 们 视 为 一 个 
与 毗邻 地 区 有 显 落差 异 的 特定 地 区 。 下 而 我 们 就 根据 这 三 个 
标准 ,来 检查 本 书 所 确定 的 江南 地 区 的 范围 是 否 合理 。 

一 “江南 地 区 的 地 理 完 整 性 

我 认为 明 清 经 济 忠 上 的 江南 地 区 , 应 包括 明 清 的 苏 、 松 、 

[1] 苍 阅 GE.iHiam Snmner:Marketing 二 ratema nd 了 sgional Beconomicas Thair Sbmotore 

Huhd Devreloptrcto 

[2?] 斯 泪 贰 信 :tt 率 代 江南 经 党 史 办 生 究 》,30 一 生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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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、 镇 .应 天 (江宁 )、 杭 、 嘉 、 湖 八 府 及 由 苏州 府 划 出 的 太仓 

州 . 这 一 地 区 亦 称 长 江 三 旨 洲 或 太湖 流感 ,总 面积 大 约 4.3 万 

平方 公里 , 在 地 理 水文、 自然 生态 以 及 经 济 联系 等 方面 形成 

了 -个 整体 ,从 而 构成 了 一 个 比较 完整 的 经 济 区 - 

这 入 府 一 州 东 临 大海 ， 北 严 长 江 ， 南 面 是 杭州 湾 和 钱塘 

江 , 西 而 则 是 皖 浙 山 邮 的 边线 。、 这 个 地 域 范 围 , 与 读 介 礼 所 说 

的 大 潮水 系 范 围 充 全 一 笋 : “其 南 以 浙江 [ 钱 蓝 江 ] 为 界 , 北 以 

扬子 江 为 办 ,西南 天 目 编 豆 广 宣 诸 山 为 界 , 东 界 大 海 : “” 呈 1 汪 

海山 亦 , 档 成 了 一 条 大 然 的 界线 ,把 这 作 府 一 州 与 其 毗邻 的 江 

北 ! 即 苏 北 ) 皖南、 新 南 . 渐 东 各 地 分 开 , 这 条 界线 内 外 的 自然 

生态 条 件 有 阳 显 差异 。 其 内 土地 平 衍 调 多 河 潮 ; 其 外 则 非 是 ， 

或 公 具 其 一 而 两 者 不能 得 兼 。 当 然 ， 正如 任何 :种 划分 方法 

都 有 不 可 君 免 的 局 眼 性 ， 这 种 划分 方法 所 确定 的 卓然 地 理 昼 

线 也 不 可 能 绝对 精确 。 例 如 宁 ,镇 一 府 (特别 是 江 了 府 ) 在 地 

平 密 水 方面 比 其 东南 苏 , 松 等 府 略 差 ,但 居 如 果 和 其 西 邻 的 皖 

南 诸 府 相 比 ， 差 别 就 更 厌 ， 显 然 还 是 更 接近 其 东 邻 的 常州 等 

府 ,， 国 此 把 宁 .镇 一 府 与 东南 诸 府 划 为 一 区 ,应 更 为 台 理 。 允 

虽 杭 、 潮 一 府 西 部 多 山 , 自然 对 件 大 不 同 于 东部 平原 . 但 鉴于 

这 酚 附 人口 和 经 济 重 心 都 在 东部 ， 西 部 出 区 在 各 方面 都 只 是 

东部 平原 的 附庸， 因此 我 们 也 仍 采 将 其 西部 出 区 连同 东部 平 

原 一 同 作 为 一 个 地 区 。 至 于 上 述 界线 之 外 的 一 些 地 方 ， 如 江 

北 的 扬州 府 及 通 . 泰 一 州 , 杭 州 澶 以 南 的 甬 . 绍 二 府 , 在 自然 条 

件 方 面 与 界线 以 内 的 松 , 太 或 杭 、 训 不 无 相似 之 处 ,因此 有 的 

学 者 把 它们 同 界 线 以 肉 扩 府 一 州 同 划 为 “长江 三 角 放 经 济 

区 ”， 这 样 划 分 是 有 道理 的 ,但 是 一 则 内 有 山海 相隔 , 扬 . 通 、 

泰 . 甬 . 绍 等 州 府 与 苏 . 松 等 八 府 一 州 并 不 构成 一 个 地 域 整 体 

[1] 这 东南 水 利 略 # 卷 五 杭 湖 攻 性 省 请 分 派 ?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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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扬 . 通 . 泰 在 地 理 上 属于 两 淮 平 原 , 而 甬 . 绍 属于 浙 东 山地) 

一 则 在 古代 大 们 它 目 中 , 扬 . 通 、. 泰 . 雨 . 绍 也 与 苏 . 松 等 信奉 一 

州 所 形 威 的 地 区 有 别 ， 未 被 视 为 这 个 地 区 的 -- 个 部 分 。 因 此 

我 们 试 为 还 是 把 范围 限定 于 从 府 一 州 较 为 合 琴 。 

这 八 府 一 州 在 地 理 上 还 有 一 个 瓜 为 重要 的 特点 ， 即 同属 

一 个 水 系 一 一 太 潮 水 系 , 因 而 在 自然 与 经 济 方面 ,内 部 联系 极 

为 紧密 。 

太 著 水 系 ,十 有 三 江 五 潮 之 称 。 实际 上 ,严格 地 说 ,应 当 

是 一 河 二 麻 三 江 瑟 潮 。--~ 河 , 即 江 南 运河 , 北 起 镇 江 , 南 抵 杭 

州 , 维 贯 江南 平原 中 心地 域 ,是 京杭 大 运河 的 南 眉 。 二 溪 , 即 

太 湖 水 系 的 上 流 和 水 源 , 在 西北 是 莉 溪 ,西南 是 营 衣 。 荆 溪 

水 和 泵 和 苔 支流 基本 上 都 在 宁 .镇 一 府 , 只 有 部 分 支流 源头 在 苏 

院 变 和 届 处 。 这 些 支 菠 汇 成 的 干 流 分 别 在 常州 府 宜 兴 县 大 浦 

洪 、 百 沪 口 附近 各 港 污 流 人 太 潮 ,是 太 炙 主 要 水 源 之 一 。 车 

溪水 系 各 支流 也 有 一 部 分 源 于 皖 浙 交界 外 ， 但 其 流域 基本 

上 在 贿 、 杭 二 府 。 这些 文 流 所 汇 碟 的 干流 ,在 潮州 府 德清 其 

流 人 太 潮 ,成 为 太 潮 的 另 一 水 源 。 此 外 , 帮 污 有 一 部 分 水 ! 约 

占 总 流量 的 10 台 ) 经 江南 运河 而 访 人 长 江 , 而 背 溪 约 加 摔 的 

水 经 黄浦 江 等 河流 直接 人 海 . 总 而 言 之 ,三溪 、 萌 泪 两 水 系 ， 

把 太 糊 西部 的 宁 、 镇. 常 . 炙 . 杭 五 附 , 与 东部 苏 . 松 . 章 三 府 

联系 了 趣 来 -三江 .自古 人 说 法 不 一 -东晋 康 几 说 是 松江 、 娄 江 - 

与 东江 5 ,上 后代 顾 圳 、. 张 守节 . 蔡 沈 . 黄 霸 ,金属 祥 , 吴 葵 、 王 廷 

毅 等 也 持 此 说 !。 得 韦 昭 认为 是 松江 、 钱 塘 江 与 浦 阳江 , 间 

程 声 称 是 吴 牙 江 ( 邑 松江 ) 、. 娄 和 与 钱塘 江 , 钱 屿 断 育 是 扬子 

江 、 且 带 江 洱 钱 嬉 江 , 而 诗 有 堆 则 说 是 县 河 江 ( 即 松江 ), 妆 

1 058[ 一 -05cI ) 由 渡 池 汉 人行 请 江 此 办 

LI 国道 元 :本 经 注 》 和 着 十 九 引 康 羡 ( 促 雪 引 扬 部 研 ) 往 ， 

[1231 阅 部 区 经 过 厌 斋 求 利 技术 史 训 .321 一 好 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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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与 黄浦 江 !0。 总 而 言 之 , 除 韦 遇 等 少数 人 人 外，- 般 都 认为 

二 江 是 从 于 长 江 与 钱 随 江 之 问 ，、， 作 于 太 潮 末 面 的 人 海河 

流 。 这 些 河流 情 训 变化 很 天 , 到 明代 中 叶 以 后 , 只 月 黄浦 江 

成 为 太 尖 东部 的 主要 河流 和 太 壮 水 出 海 的 主干 ， 妆 然 ,中 小 

河 度 仍然 很 多， 形成 著名 的 江南 平原 水 几 , 把 太 名 以 东 苏 、 

松 . 嘉 一 举 紧 密 地 联系 在 一 起 。 至 于 五 湖 , 历来 解释 也 不 一 

繁 , 伍 款 数 人 认为 是 太 革 及 其 附近 的 几 个 较 小 斋 泊 ,而 王 十 

性 和 嘉 学 湖 干 脐 就 说 五 蛮 是 太湖 的 别称 131。 太 湖上 纳 二 溪 

之 水 ,下 通 一 江 出 海 ,形成 了 太 斋 水 系 的 中 心 。 太 湖水 系 的 

主要 河流 , 者 是 东西 狂 向 。 和 但 江南 运 宣 则 纵 贰 南北 ,将 东瀛 

各 河 连贯 起 来 ,使 得 江南 水 网 更 为 完备 。 另 氏 ,应 天 (江宁 ) 

府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本 不 属 太 潮 水 系 , 但 通过 人 工 开 控 的 霄 溪 ， 

亦 与 江南 水 网 相 接 03]。 

太 潮 水 系 的 完整 性 ， 使 得 这 内 府 一 州 在 水 利 方 面 形 成 

一 个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二 。 科 渍 描绘 太 针 地 区 地 扯 说 : 江宁、 镇 

江 杭州、 类 州 , 绕 吴 之 南西 、 北 ,为 高 坊 : 喜 内 、 常州 以 次 源 

捍 ; 至 姑 苏 , 太 泊 为 至 极 。 ”41 也 就 是 说 ,这 些 府 在 地 理 上 都 

以 太 戎 为 中 心 。 瑟 介 衬 在 谈 到 太湖 水 系 时 说 :“ 太 潮 实 洽 其 

中 。 浙 | 江 上、 扬 [ 子 江 ] 之 水 高 于 内 河 ,而 西南 及 西北 .… 带 出 

水 非 太 潮 无 由 人 慑 泄 , 则 太湖 之 总 泡 分 注 , 固 七 郡 一 大 关键 。 

优 苏 、 松 无 杭 .前 之 来 源 , 流 恕 立 泗 : 杭 .、 湖 无 苏 、 办 之 去 委 ， 

[1 涯 见 王 土 性 :| 志 即 着 二 晤 部 ; 颐 衫 读 : 读 虫 方 是 纪 赣 人 卷 二 六: 独 主 :时 

园 具 话 》 疮 四 水 学 "一 江 * 条 ; 庄 有 恭 :二 江水 利 议 ?$( 收 于 《大 寡 备 考 》 续 编 特 

一 ) ,等 等 。 

[2] 玉 士 性 : 广 志 绎 ?着 一 两 部 ; 店 学 调 : 关 吴 门 岁入 织 情 ?着 十 -起 荔 鱼 " 兰 - 

[3] 再 襄 运 河 在 让 末 昼 前 隔 余 年 间 - 直 是 航道 ,五 伐 染 允 停 运 ， 明 切 经 整治 .与 素 谁 

厢 水 系 相 扶 .成 瀛 苏 断 末 粮 至 南京 的 主 杰 运 道 - 永 处 北 迁 后 ,失去 得 运 作用 ,二 坝 

以 调节 太 崩 人 水 ,看 为 太 贿 上 侣 重要 水 利 设 施 之 所 在 。 

[41 《有 具 区 志 》 着 五 水 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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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S81 一 0Sz1 了 湖 到 六 邮 油 沙 峭 

水 必 横 流 . "1 顾炎武 说 得 更 为 具体 人 太湖， 带 苏 、 湖 、 

常 二 府 之 境 , 东 南 之 水 髓 归 册 。 其 最 大 有 一 :…… 自 于 国 、 建 康 

等 处 以 人 溧阳 , 镍 通 至 长 博 湖 , 并 润 州 . 金 二 , 延 陀 .丹阳 请 

水 ,会 于 宜兴 以 人 ;一 自 宣 散 .天 月 诸 山 : 下 杭 之 临安 .余杭 ， 

湖 之 安吉 、 武 康 .长 兴 以 人 ,而 缘由 吴琼 江 之 流 人 广 。 北 

有 上 百 读 , 纳 建 康 . 常 、 润 数 郡 之 水 ; 南 有 渚 计 . 纳 宣 租 、 临 安 、 

车 示 诸 水 ;其 东 则 人 于 三 江 -。 “02 姚 与 则 说 :太湖 跨 江 浙 三 

州 才 余 县 ,为 众 水 蓄 泄 之 所 。 苏 、 松 . 太 无 杭 . 湖 之 来 源 则 水 

易 润 , 常 . 嘉 . 淹 无 苏 . 松 之 去 委 则 水 四 六 。 此 东南 数 郡 所 以 

共 搞 款 者 也 -。 “03 

因为 这 种 紧密 联系 , 所 以 一 旦 土 族 来 水 太志 ,或 下 洲 官 

泄 不 畅 , 即 要 造成 大 范围 的 水 灾 .， 早 在 南朝 初 年 ,刘波 避 说 

二 昊 一 带 “ 地 沃 民 单一 岁 称 移 , 则 生 被 京城 ;时 或 水 流 , 则 

数 郡 为 灾 ”"141。 关 j 其 原因 ,当时 的 吴兴 百姓 录 蜂 已 说 得 很 

明 卓 .是 因为 “二 其 、 晋 阴 、 义 兴 四 郡 [ 大 虱 上 相 潭 于 明 清 苏 、 

松 . 凯 、 潮 四 府 ] ,局 注 太 湖 ,上 而 松江 芒 沪 到 叶 夏利, 改 处 处 泣 

亲 , 浸 注 威 灾 "。 要 根治 之 ,不 仅 须 玻 通 人 交 河 道 , 更 应 以 上 

游 着 手 ,“ 从 武康 芝 溪 开 污 和 谷 淹 ， 直 出 海口 - 百 余 里 ， 寄 渠 

这 , 必 无 头 计 。 全 四 群 问 趾 , 非 独 吴 兴 , 若 此 这 通 . 列 寿 蒙 

普 "“15。 册 后 , 明 大 顾 士 奸 亦 指出 ， 娄 [ 江 Jj 之 通 塞 ,东南 六 孝 

之 大 利 大 害 也 ”re; 清 人 王 同 祖 则 说 ;三江 【 指 吴 漆 .黄浦 、 

娄 江 ] 通 , 则 太湖 诸 水 不 为 害 , 苏 . 松 . 常 .镇 . 杭 . 嘉 . 少 七 府 

1 中 友 东 南 水 利 略 3 疮 王 《# 杭 湖 苏 松 源 玻 分 浇 ?。 

L2] 《第 十 志 ? 第 4 册 : 

[3| 多 费 区 水 利 说 ? 江 收 于 《本 靖 备考 3 如 网 郑 一 )， 

[4] 友 宁 书 ? 邵 九 十 九 -四 和 传 。 

151 芭 弦 飞 3》 卷 疙 十 妃 二 四 待 。 引 误 中 广播 导 [ ] 奈 引 者 拆 加 :下 同 - 本 书 其 他 引文 

中 的 罩 揪 寻 ! 1 , 均 为 引 误 中 原 有 之 注 。 以 下 和 皆 同 。 

[51 总 灼 江 志江 收 十 陈 戎 # 确 妆 文 杭 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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篆 安 -“[ 因 此 在 明 绕 ,主要 油水 干道 吴 漆 江 , 成 了 "七 郡 之 

天 键 "10。 到 了 清 代 ,蓝天 颜 也 说 :上 自 三 江 漂 塞 , 震 泽 证 滥 ， 

以 田 为 考 ,而 苏 、 松 . 常 诸 州 县 芭 渐 西 三 郡 [ 杭 . 喜 、 湖 ] 受 串 

日 深 。 131 但是, 不仅 下 族 水 道 开 塞 ,而 且 上 上 上游 水 利 不 修 , 太 

漳 水 系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要 受 患 。 唐 末 台 入 在 剂 深 上 雍 的 稍 

溪 5 在 明代 应 天 府 高 往 县 境内 ) 筑 卉 “以 节 宣 霸 、 金 酸 . 九 阳 

江 之 水 , 直 赵 太平 州 、 范 炙 ”, 使 之 不 人 斌 溪 , 减轻 太湖 下 庆 

的 内 水 压力 1， 北宋 时 堰 记 ， 宣 . 误 . 池 . 九 阴 之 水 不 人 部 

淹 , 反 东 注 震 译 : 下 又 有 吴江 岸 之 阻 , 机 震 笃 之 水 , 积 而 不 

泄 "15 ,又 致 上 游 经 常 水 渭 . 明 初 央 "水 没 吴 中 田 厅 ”, 肯 行 筑 

需 , 引 水 由 太平 .无 湖 人 长 江 !6l.。 关 后 不 断 增 收 .。 章 光 二 十 万 

年 山 决 , 苏 . 松 ̀ 常 .镇 . 亮 ̀ 湖 诸 府 ,立成 巨 浸 , 酿 出 白 年 来 未 

有 的 大 洪灾 171。 :时 兴 康 ,对 从 府 一 州 中 大 部 分 地 方 竟然 有 

如 琵 焉 太 影 响 ， 说 明 这 上 从 府 一 州 短 实 是 一 个 由 太湖 水 系 紧 

密 联 系 闭 的 整体 。 

由 于 这 种 紧密 的 联系 , 疲 介 管 把 太 潮 水 系 的 杭 . 嘉 、 潮 、 

苏 . 松 .党 .镇 纪 方 为 -个 人 身上 的 各 个 器 官 ,而 水 流 则 “ 犹 一 

身 秆 肪 贯通 ”, 因 此 苔 水 时 须 有 整 蛋 观 盒 ,综合 治之 ,否则 ”-- 

有 不 治 , 则 两 省 数 郡 均 有 党 其 补 ”18] 。 线 沫 也 外 结 说 本 谈 水 利于 

东南 者 ,以 太 普 为 最 , 即 & 男 贡 # 所 称 圳 泽 ,万 东南 -- 巨 温 。 五 

卉 层 上 游 , 三 江 在 下 游 . 昔 五 卉 筑 则 上 流 有 所 止 , 三 江 导 则 下 

[} 《 芝 域 志 4 第 1 财 . 

123] 单 锣 : 吴 中 水 利 书 和 。 

L3j 莫 天 冰 详 覆 ,见于 癌 弃 X 常 昭 兰 志 》 夭 二 水 利 . 

[41 《 欧 域 志 ;) 季 1 后 ， 

151 单 幅 扩 丘 中 水 利 书 》。 

[6] 刘 南 麻 六 广 阳 杂记 》 卷 四。 

17] 郑 牧 和 区 本 湖水 利 技 术 出 ,162 页 。 

18] 《东兴 永 科 上 酷 # 差 五 术 讲 英 松 源 流 分 诬 了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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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sg 治 导 了 随 持 妆 妆 到 漳 二 

[放生 | 

访 有 所 归 。 其 和 企 于 今 出 深 有 可 上 同 者 .经 界 久 潭 ,堤防 无 备 , 当 

事 者 不 以 时 车 泄 ,是 以 霖 十 连绵 , 虽 浆 漫 也 里 , 吴越 立 间 往往 

江 为 吾 安 。 议 者 谓 罕 寻 五 堰 旧 基 ,更 筑 坦 溧阳 , 则 杀 宜 、 识 、 

九 阳 之 水 以 节 其 和信; 接 一 江 故 道 , 开 至 污 .宜兴 择 栈 站 、 江 六 ， 

则 通 吴 淞 之 水 以 寅 其 出 。 诺 玫 水 得 所 果 ， 禾 稼 不 致 沥 没 

用。 "10 后 来 的 大 也 指出 :治理 江南 水 患 ,必须 全 一 统筹 .上 下 

游 并 举 , 记 可 奏 效 。 例 如 萌 筷 人 震 说 :太湖 上 流 ,金杯 . 广 穗 , 乌 

称 .上 归 安 .临安 .余杭 之 间 ,并 有 需 堰 , 当 以 百 计 ,各 志 可 稽 。 盖 

使 诸 山 之 水 清 而 后 涝 。 其 洗 也 ,可 以 荡 彼 地 之 时 ;其 江 也 ,可 

以 救 筱 邮 之 沪 -。 蕊 视 苏 , 松 水 持 之 大 小 而 启 孙 之, 计 无 便于 此 

者 ., 今 货 废 ,其 利害 可 睹 有 迫 。 刘 该 外 则 说 性 认 西 三 郡 水 源 ， 

来 自 天 目 .余杭 为 上 流 , 癌 、 湖 为 咽喉 , 东 至 苏 . 梳 为 尾 癌 。 今 

余杭 坝 已 修筑 ,是 上 流 略 治 , 而 去 路 不 怠 。……: 湖 中 七 十 二 湾 

港 , 皆 委 输 于 苏 境 ,将 欲 筹 滩 下 流 , 自 必 合 洒 苏 而 并 举 。”13] 由 

此 可 兄 , 杰 潮水 系 所 各 含 的 各 地 ,彼此 联系 非常 紧密 ,确实 形 

成 了 一 个 整体 。 而 这 个 整体 性 的 地 域 , 基本 上 就 是 我 们 所 说 

的 只 府 一 州 。 因 此 我 们 把 这 从 府 一 州 划 为 一 个 地 区 , 确实 符 

合 上 而 手 出 的 第 一 个 标准 。 

二 江南 地 区 的 经 济 一 体 性 

从 经 济 联系 的 角 庆 来 看 ， 上 还 从 府 一 州 之 地 志 形 成一 个 

皂 整 的 经 济 地 域 。 施 坚 雅 曾 把 以 往 学 界 关 于 经 济 区 主要 特征 

的 看 法 作 了 和 总结 , 指 册 一 个 49 世纪 的 中 国 经 济 区 应 当 具 有 以 

[1 # 松 窗 萝 请 # 芍 困 三 家 纪 。 

[2] 让 山 优 区 炎 利 论 就 收 于 # 太湖 备考 ?和 糙 三 ) 

13] 刘 访 所 必 湖州 汪 进 议 打 有 收 于 大 期 备考 3 续 坊 各 一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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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主要 特征 : (1 一 个 经 入 区 点 当 是 该 地 区 高 层 中 心地 

《bigh-level central place) 的 最 太 经 济 腹地 ;2) 该 经 济 区 的 核心 

(core) 是 连接 该 区 内 各 高 等 级 城市 的 主要 贸易 路 线 的 集中 之 

地 ,这 些 路 线 所 构成 的 网 络 的 密度 由 核心 向 边缘 (peripheries) 

递减 ; (3) 核心 是 主要 经 济 资 源 ( 特 别 是 人 D) 的 集中 之 外 

(4) 河流 的 流域 是 雇 定 一 个 经 济 区 的 关键 因素 ,特别 是 因为 

该 河流 的 水 系 所 提供 的 运 辖 网 络 是 该 地 区 经 济 整合 的 基 

础 - 简 言 之 ,一 个 经 济 区 应 当 有 - -个 人 口 和 财富 集中 的 核心 ， 

围绕 这 个 核心 的 是 - 些 人 口 和 财富 密度 逐 源 递减 的 同心 

加。 该 地 区 主要 城市 的 商业 腹地 都 在 该 地 区 的 边界 之 内 , 这 

些 城市 之 间 的 商业 联系 很 密切 , 而 最 密集 的 城 际 贸 易 上 几乎 都 

在 该 地 区 的 核心 部 分 呈 1。 

施 氏 总 结 出 来 的 这 些 特 征 ， 对 于 界定 一 个 经 痢 区 来 说 

很 有 意义 。 以 这 些 特征 为 标准 来 看 ,上 述 八 府 一 州 之 地 所 形 

成 的 地 区 ,应 是 一 个 非常 完整 的 经 济 区 。 首先 ,如 前 所 述 ,这 

个 地 区 都 同属 太 潮 水系 ， 凡 此 太湖 水 系 所 形成 的 水 路 阿 峻 

将 此 和 八 府 一 州 之 地 连 成 了 一 个 驯 体 。 其 次 , 明 清 时 期 ,这 个 

地 区 已 存在 凡 个 其 有 毅 层 中 心地 荔 能 的 大 中 商业 城市 一 一 

苏州 .南京 . 芳 州 .松江 ( 明 ) 一 上 海 ( 清 } 等 ,而 这 从 府 一 州 环 

是 这 些 高 层 中 心地 的 基本 经 济 隐 地 。 再 次 ,在 此 地 区 的 高 

层 中 心地 中 ， 有 一 个 中 心地 《 即 荔 州 ) 高 中 其 他 各 中 心地 之 

上 。 苏州 不 仅 位 于 太 潮 水 系 的 中 央 位 置 ,而 且 也 处 于 此 地 区 

内 最 重要 的 交通 要 道 一 一 京杭 大 运河 的 中 段 ， 因 此 志 居 于 

江南 水 路 交通 网 的 中 心 。 江南 绝 大 客 数 重要 城镇 ,都 有 水 路 

与 苏州 相通 。 第 四 , 在 明 清 时 期 ,这 从 府 一 州 之 地 已 形成 了 

[1] 和 .jarm 多 Einruer: 慎 RrkemE 包 rstcatz 了 nn 圳 天 汪 goyuad 了 oemnemice Their Srurnture 

Band 让 eveloprment ， 

讨 节 全 『 了 网 功 各 和 晤 | 了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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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05HL -sr 疝 当 和 蕨 村 问 部 开车 巾 

-种 具有 核心 一 边缘 关系 的 地 域 分 化 结构 。 苏 州 不 仅 是 订 

南 最 大 的 商业 城市 , 布 且 也 是 最 夫 的 工业 城市 : 其 人 口 和 财 

富 的 集中 程 鹿 在 当日 中 国 城市 中 无 与 伦比 ， 可 以 说 是 该 地 

区 的 最 篇 层 中 心地 。 在 此 中 心 周 围 ,由 南 庶 .杭州 .松江 ( 明 ) 

一 站 海 ( 清 ? 档 成 了 一 个 二 角形 的 核心 区 。 此 核心 区 内 集中 

了 和 八 府 一 州 肉 的 大 多 数 城镇 、 人 口 与 工商 业 , 而 在 此 核心 区 

外 的 其 他 部 分 (主要 副本 兰 以 西 的 末 镇 乒 贡 和 新 西山 地 ) 在 

城市 化 .大口 蜜 庶 和 工商 业 震 荣 程 度 等 方面 均 逊 于 核心 区 

内 的 部 分 , 而 且 在 经 济 上 依附 于 后 者 ,属于 边缘 地 带 。 因 此 

共和 施 民 所 总 续 的 二 要 特征 来 月 ， 这 人 了 府 -- 州 确 已 档 成 了 一 

个 完整 的 经 济 区 。 

不 过 ， 在 这 个 经 痢 区 与 产 格 按照 施 氏 标准 界定 的 经 济 

区 之 则 ,也 存 杰 普 一 个 重大 老 别 , 即 : 此 好 区 内 一 些 大 城市 

的 商业 怕 地 ,大 大 趣 出 了 此 地 区 的 边界 。 其 中 ,南京 和 杭州 

两 大 城市 晓 是 苏 . 浙 二 省 的 省 会 , 而 且 地 理 位 置 又 靠近 这 作 

府 - - 州 地 区 的 西部 边界 ， 所 以 它们 的 商业 麻 地 并 不 完全 己 

限于 边界 之 内 。 不 忆 如 此 ,这 两 个 城市 是 避 次 二 苏 州 的 全 国 

最 大 的 丝 畦 产地 【南京 同时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本 材 市 场 之 一 )， 

因此 在 其 些 方 面 ， 它 1 的 贸易 范围 其 至 超出 长 江 下 游 地 

区 。 至 于 苏州 ,更 是 如 此 .作为 全 国 最 大 的 而 业 城 市 ,区 州 及 

其 近郊 集中 了 全 国 最 天 的 稻米 , 槐 布 .丝绸 .木材 等 市 场 , 其 

商业 腹地 辐射 到 全 国 大 铬 数 地 方 。 无 怪 平 施 氏 认为 区 州 城 

是 19 世纪 中 叶 以 前 中 国 惟一 拥有 全 国人 性 经 济 中 心地 位 的 

城市 .其 经 济 腹地 可 坟 说 延伸 到 了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LIU。 事实 

上 ,不仅 是 这 些 赤 城市 ,就 是 江南 一 些 专业 化 的 市 镇 ,贸易 

| 三 .至 刘 Ha Skinrper :。 贡 aarEetittb 号 stem nd 下 e 呈 oil 瑟 如 undaiog : Their 与 bmurdure 

Hit Dewetofment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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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 也 往往 越 这 上 述 边 界 D1。 因 此 我 们 不 能 弛 这 个 地 区 视 

为 一 个 按照 施 氏 标准 界定 的 普通 的 经 济 区 .然而 尽管 如 此 ， 

我 们 仍然 应 当 看 到 :总 的 来 说 ,这 个 地 区 内 各 中 心地 之 则 的 

联系 大 大 超过 它们 与 外 地 的 联系 ， 它 们 各 目的 基本 商业 胞 

地 主要 还 是 在 这 个 地 区 之 内 。 这 种 窜 切 的 内 部 经 济 联系 ,使 

得 该 地 区 确实 可 称 为 一 个 经 济 上 的 统一 体 ， 或 者 说 一 个 完 

整 的 经 济 区 。 俱 由 于 其 特殊 的 经 济 地 位 ,这 个 经 济 区 同时 也 

在 全 国 处 十 中心 地位， 而 这 种 地 位 区 使 得 这 个 地 区 的 经 莘 

具有 -种 “开放 ”的 特点 , 因而 颇 有 和 姓 于 施 氏 所 划 定 的 其 余 

经 济 扩 。 

三 ”作为 一 个 特定 地 域 概 念 的 江南 地 区 

这 从 府 一 州 之 地 ， 由 于 内 部 经 济 联 系 的 紧密 和 经 济 发 展 

水 平 的 接近 ， 很 时 就 被 人 们 当 作 一 个 与 周围 地 区 有 曾 的 区 

域 。 这 个 区 域 的 主 体 部 分 是 江南 平原 ,古称 巡 或 三 吴 。 吴 或 二 

吴 的 具体 范围 ,历来 也 有 争论 。 唐 代 # 十 道 志 》 必 通 典 # 必 元 和 

郡 县 志 》 的 解释 是 吴 群 ( 唐 苏 州 , 包 括 明 清 的 苏 、 松 、. 圳 三 府 及 

太仓 州 ) .吴兴 ( 唐 潮 州 , 明 清 湖州 ) 称 丹阳 ( 唐 润 州 , 包 括 明 清 

的 宁 .镇 二 府 ) ,或 吴 群 .吴兴 与 义 兴 ( 唐 常 州 , 明 清 委 州 }。 唐 

僧 释 处 默许 说 :到 [钱塘 ] 江 吴 地 尽 , 隅 岸 越 山 条 。 明 人 王 士 

[1 鲍 如 在 学 岗 贸 易 广 面 , 直 州 府 其 江上 县 的 内 主 与 监 译 销 玉 黄 吝 市 . 希 州 奉 乌 程 

县 的 南 泽 与 乌 青 镇 , 归 实 县 的 更 诗 与 型 打 镇 . 喜 江 府 岩 德 县 的 五 门 镇 , 桐 多 

苦 的 兴 院 镇 , 形 水 县 的 王 江 诉 慎 等 ,在 棉布 视 易 方面 .松江 府 华 剖 县 的 抄 源 、 

概 泾 .七 宝 锁 , 上海 其 的 刍 泥 弃 . 龙华. 法 华 . 二 林寺 征 , 理 笨 县 的 朱家角 . 金 

浑 秆 .嘉定 县 的 南 闭 . 轴 声 . 实 亭 .外 岗 .要 塘 、 诸 列 镇 有 二 门 塘 市 等 , 帮 是 者 

各 的 专业 市 镇 ,其 产品 有 类 大 部 分 和 于 输 江 南 立 外 。 套 阅 刘 五 专 : 明 裤 时 代 江 

南 邮 区 的 专业 市 镇 #:- 

. 淹 

计 强 省 | 卫生 可 汪 j 
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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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058 一 08571 和 中 表 帮 妆 上 涵 此 同 

祯 引用 此 许 时 解释 说 : 今 新 西 之 杭州 、 嘉 兴 称 吴 地 ， 钱 塘 江 

以 东 万 为 趟 地 。”0 元 陈 棒 诗 浆 云 :“ 钱 娘 江 水 限 关 越 。 1 

他们 都 把 吴 或 三 吴 的 南 蜡 定 为 钱塘 江 。 由 此 可 见 ， 上 尽管 在 唐 

代 以 前 ， 对 匡 或 三 匡 的 解释 不 --， 但 至 少 自 唐 代 起 ， 这 一 地 

域 在 人 们 心目 中 就 已 是 一 个 范围 比较 清楚 的 地 理 概 含 了 。 中 

唐 时 把 涧 、 苏 、 常 、 钴 、 杭 五 州 【 到 明 清和 八 府 一 州 ) 及 钱塘 

江北 岸 的 山区 小 州 醚 州 正 式 划 为 新 西 观 察 使 辖 反 ， 与 此 不 无 

关系 。 两 宋 除 把 从 润 州 本 出 的 升 州 《 艾 称 江 宁 府 ， 即 明之 应 

天 ， 清 之 江宁 ) 划 到 江南 本 夏 作 首府 让， 其 余 因 旧 ， 易 名 为 

浙 西 路， 辖 了 两 浙 路 转运 使 。 可 见 在 长 达 数 百年 的 时 期 中 ， 

这 个 地 区 -- 直 被 作为 一 个 单独 的 行政 或 财政 区 。 到 了 元 代 ， 

两 新 路 取 销 ， 新 西 路 并 人 江 新 行 省 ， 虽 不 再 齐 有 作为 钦 - 一 级 

财政 区 的 地 位 ,但 仍 同 为 一 个 大 行政 区 所 辖 。 到 了 明代 ， 朱 

元 璋 把 这 个 地 区 一 分 为 二 ， 北 部 苏 、 松 、 常 、 镇 、 宁 划 人 南 

直 求 ， 南 部 杭 、 志 、 潮 并 人 新 江 省 。 从 此 ， 这 个 地 区 就 分 处 

于 两 省 管辖 之 下 。 

朱元璋 把 这 个 地 区 一 分 为 二 ， 谭 其 攻 已 指出 这 主要 是 从 

政治 着 眼 . 从 人 经济、 文化 等 方面 来 看 是 极 不 合理 的 (31。 这 里 

我 们 要 补充 一 点 :对 这 种 人 为 割裂 -个 完整 经 济 区 的 弊端 , 妆 

时 人 亦 早 有 察觉 。 例 如 ,. 苏 南 坪 府 ( 苏 、 办 .党 、 镇 . 守 ) 与 苏 北 

诸 府 本 不 属 一 径 济 区 , 人 为 地 把 二 者 者 人 台 在 : :起 , 针 果 是 “各 

时 一 省 ,上 由 同 址 省”。 明 廷 也 不 得 不 正视 现实 , 特 置 受 中 抚 院 ， 

专 治 苏 南 五 府 。 铺 代 亦 因 之 , 设 专 使 治 苏 南 谱 府 041。 又 如 新 西 

三 府 ( 杭 . 嘉 . 湖 ) 与 浙 东 诸 府 ( 包 括 浙 江 其 他 各 府 ) ,差别 也 很 

[1] 节理 祖 笔 记 》，。 

[32] 阵 榨 :自古 芍 疲 图 ? 诗 ! 于 正事 格 江 府 击 ? 桨 上 田赋 )。 

「31 这 其 村 :浙江 各 地 届 的 开发 过 程 与 省 答 .地 区 界 的 形 碟 ?。 

[41 上 时 禁 珠 交 疼 世 编 ?办 三 建设 。 

各 15 名 



大 。 明 人 胡 宗 宪 说 :“ 源 东 地 形 与 福建 连 壤 , 浙 丁 地势 与 苏 松 

连 壤 。 ”TI 不 低地 形 不 同 ,家 作 方 式 也 上 大 有 差异 ， 万 办 嘉兴 平 

谢 人 贺 烛 然 说 :同一 新 也 ,新 以 机 , 先 才 而 后 稳 ; 浙 以 东 , 上 先 

舟 而 五 茂 。 关 以西 , 冬 干 二 月 种 志和 而 四 上 月 获 ; 五 月 种 入 , 筷 九 

月 获 . 新 以 东 ， 春 二 月 称 称 ， 复 六 月 获 ; 秋 七 月 种 过 , 拒 月 

的 "121, 形 成 了 两 个 不 同 的 窗 王 区 束 . 由 于 员 地 到 入 长 展 水 平 

颇 为 不 同 , 故 新 东 很 早 就 成 为 另 一 个 经 济 区 131。 基 全 在 社会 

风俗 上 , 淅 东西 也 有 很 大 示 同 。 明 人 王 士 性 说 :“ 病 新 以 【 钱 

塘 ] 汪 为 界 而 风俗 因 之 。 浙 西 俗 繁华 ,人 性 纤巧 。… 生 : 新 东 俗 

敦厚 ,人 人 性 俭 冀 扒 鲁 , 尚 古 济 风 。”141 因 此 ,把 浙 东 与 浙 西 扭 合 

在 一 起 元 颖 很 不 妥 党 。 

时 在 明代 , 就 已 有 人 明确 提出 应 改变 这 种 坏人 台 理 现象 . 将 

苏 南 诸 府 与 新 西 诸 府 析出 设 一 新 行政 区 , 置 一 督 抚 以 治之 151， 

实 即 恢复 唐 代 新 西 道 。 读 介 枕 更 从 治水 的 和 度 明确 指出 :“ 疼 

杭 . 襄 . 湖 . 苏 . 松 . 常 .镇 ,古称 浙 西 七 群 为 平江 . 明 初 犹 属 - -省 ， 

洪武 十 五 年 分 隶 嘉 . 湖 为 杀 江 , 苏 . 松 为 直 束 也 。 省 虽 分 而 水 利 

仍 合 , 上 源 不 治 则 路 病 , 下 流 不 消费 源 病 。 然 则 合 珊 省 为 一 鞭 

之 治 , 介 禧 一 大 之 秘 说 平 ? 非 志 。 ”061 

正 国 恕 此, 朝 轰 人 人 王 纪 每 每 把 这 些 州 府 连 举 并 称 。 例 如 

弘 若 时 呈 费 谈 “东南 ”的 水 患 ,所 指 公 "七 州 ”《 即 苏 、 松 、 常 、 

镇 . 杭 . 嘉 ., 湖 )L71。 万 骨 时 袁 黄 (了 开 L) 谈 “江南 " 灌 泊 问 题 ,所 

1 示 案 周 六 和 蒜 海 图 纲 } 拓 十 -经 署 -二 ， 

[2 《六 般 轩 官 藉 所 不 分 着 作 娄 萌 六 说 "之 五 " 误 种 "。 

[31 大 阅 瞳 井 宏 4 新 实 商 人 中 斌 究 3。 

14] 《去 绎 ? 卷 四 江南 请 省 。 

fs] 立 天 上 才 国 利 病 书 困 原 编 ) 第 11 册 新 江上 ， 

[6] 芝 东 南 求 利 略 ?和 苑 五 i 杭 湖 苏 松 乔 流 分 注 》。 

[71 顾 瑚 《 东 站 .家 医 浊 ?从 十 六 《和 送 售 纤 查 序 ?1 了 自流 和 岛 苏 个 引 上 地 开发 与 客商 话 

到 一 时代 中 期 江 册 地 主 之 授 资 活动 让 ) 。 

， 汕 村 

四 一 一 二 mu 瑟 一 m 一 呈 本 硬 划 本 5 

所 洱 凡 [网 昨 到 是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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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阳 强 到 汉 师 坦 引 册 

OOSTET 

已 本 人才- 

举 地 威 为 苏 . 松 . 常 . 镇 . 嘉 . 淹 六 府 I01。 清 苦 祖 筹划 江浙 水 利 ， 

竺 诊 “江南 省 之 苏 . 办 . 常 、 镇 及 浙江 省 之 杭 , 嘉 . 湖 诸 禾 ", 宜 

建 阅 座 !21。 划 辅 论 财 赋 说 : “江南 之 苏 , 松 、 常 ,镇 ,浙江 之 杭 、 

医 . 渭 等 附 , 芷 汉 唐 以 前 不 过 一 泽国 尔 , 自 钱 涡 窃 握 , 南宋 个 

安 , 民 聚 而 地 和 属 , 壮 为 财 同 之 数 。 01 葡 涡 论 江南 地 势 , 仅 言及 

于 .镇 . 苏 . 常 . 杭 . 嘉 . 湖 七 府 !41。 钱 咏 论 江南 水 利 ,将 苏 . 松 、 

常 .镇 . 杭 . 襄 、 狂 及 太仓 "七 群 - 州 " 同 沦 呈 ,一 马 姓 学 者 也 说 

“党 水 者 莫 和 趟 知 色 下 流 , …… 一 江 为 七 府 之 下 流 ”161。 在 水 利 

之 外 ， 也 曾 彰 把 这 些 州 蛙 视 为 一 体 ， 例 如 徐 献 由 说 湖州 民风 ， 

“七 郡 中 独 号 和 朴 实 [1 。 这 些 例 子 都 可 以 说 明 : 至 少 人 失主 民 

以 来 , 这 个 地 区 就 已 在 人 们 心 且 中 形成 了 特定 的 概念 。 因 为 有 

其 地 理 的 与 经 济 的 背景 , 虽然 这 个 地 区 被 以 行 收 上 人 为 分 割 开 

来 但 是 它 在 人 们 心目 中 作为 一 个 客 整 地 区 的 观念 ， 并 来 改 

变 - 由 此 又 可 见 , 把 这 具 府 一 州 划 为 一 个 经 济 区 来 太 究 , 符合 

南面 我 们 提出 的 第 二 个 标准 。 

四 “江南 "一 词 肖 义 的 历史 演 蛮 

最 后 ， 我 们 来 看 看 “江南 ”这 个 地 理 名 词 涵 习 的 二 虫 演 

变 : 这 个 演变 也 是 造成 对 "江南 地 区 "范围 的 理解 不 统一 的 原 

朵 之 一 。 

[1] 六 了 凡 订 善 3 着 五 《 动 农 书 ? 效 五 "大 法 第 六 "。 

[21 康 四 四 十 二 年 十 :月 二 十 二 天 上 疹 ! 收 于 较 了 《k 长 兴 县 志 }》 业 干 杯 利 上 )， 

[3] 靳 烛 这 生财 祖 馆 第 一 下 丰 全 皇朝 色 世 京 编 } 卷 一 十 六 户 朴 )， 

14] 私有 具 区 二? 稚 五 水 利 . 

Fs] 《是 加 共 话 ? 卷 四 水 学 - 

16】 马 某 《水 利 徐 陈 # 卜 于 太 德 音 考 # 竹 二 Ja 

171 * 吴 泣 擎 郁 梨 从 十 二 风土 。 



在 较 早 的 古代 文献 中 ,江南 "一 词 , 如 同 * 中 原 "“ 西 域 ”、 

“塞北 "、“ 岭 南 " 等 地 理 名 词 . 样 ,只 是 用 来 表现 特定 的 方位 ， 

并 不 指 有 明确 界线 的 地 成。 当时 大 们 心 月 中 的 “江南 ", 包括 

了 长 江 ( 主 要 中 下 游 江 段 ) 以 南 、 五 岭 以 北 的 广大 地 区 。 唐 

代 十 章 的 划分 与 命 各 ,也 颇 受 上 述 传统 观念 的 影响 ,因而 江南 

道 包 括 了 今日 浙 、 千 . 湘 , 困 四 省 及 苏 、 院 二 省 南部 。 我 们 所 说 

的 江南 地 区 , 唐 代 以 前 叮 蜂 或 三 匡 , 唐 代 叫 新 西 , 已 见 上 述 。 

因此 早期 的 "江南 "与 我 们 所 研究 的 江南 .可 以 说 是 疝 回 事 。 

册 于 江南 道 太 大 ,内 中 各 地 的 差异 甚 户 ,因此 盛 唐 册 便 把 

它 一 分 为 二。 今日 的 浙 、 半 二 省 及 苏 、 院 南 吕 被 划 为 “江南 东 

道 , 余 为 “江南 西 道 "。 但 这 样 划 分 还 必 太 糙 , 中 唐 时 ,结合 

地 半 剂 据 状 态 ,又 把 江南 东道 分 为 浙 西 , 浙 东 , 宣 数 .福建 四 个 

观察 使 辖 地 。 应 当 说 ， 这 个 划分 相当 准确 地 反映 了 各 地 区 的 

白 然 差 异 ， 是 很 有 意义 的 。 这 样 ， 我 们 所 说 的 江南 就 变 成 了 

“ 浙 西 ”到了 宋代 ,为 子 征 取 财 赋 的 方便 ,设置 了 许多 * 路 "。 

盛 唐 的 "江南 东道 " ,被 分 成 两 新 ,福建 和 江南 东 一 路 。 这 时 的 

“江南 东 路 ", 实 即 中 晚 唐 的 宣 庚 观察 使 辖区 上 太 “ 江 南西 道 " 的 

部 分 地 区 。 册 于 这 一 地 区 没有 大 城市 ,页 把 升 州 { 江 宁 府 ) 从 

浙 西 划 过 来 作 首府 。 因 此 到 了 此 时 ,我 们 所 说 的 江南 竟 与 “ 江 

南 ” 于 完全 无 类 了 。 

从 元 代 起 ,江南 "不 再 被 用 作 行 政 区 名 称 , 尽 管 在 清 代 的 
官方 文献 中 , 江苏 省 有 时 也 称 为 “江南 和 省" [11。 但 令 人 竟 解 的 

是 , 自 此 以 后 ,江南 "一 词 却 越 来 越 广泛 地 被 用 来 指 原来 被 称 

为 吴 .三 吴 或 浙 西 的 那个 地 区 ,而 吴 、 一 吴 . 浙 西 这 些 原 有 的 称 

呼 , 反而 少 用 了 。 人 们 在 谈论 江南 赋税 .江南 水 利 、 江 南 民 抽 

等 问题 时 ， 通常 就 指 苏 南 新 北 的 八 府 一 州 。 明 后 期 有 人 建议 

[1 发 天 下 性 国 利 病 书 3 类 编 ) 第 11 册 浙江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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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苏 南 浙 弟 诸 凋 划 为 一 个 行政 长 ， 次 上 普 拢 治之 ， 也 把 这 个 区 

感 称 为 “江南 腹心 "1 。 而 东 曾 古 狂 生 的 小 说 ,也 明确 地 说 芬 . 

松 , 常 .镇 . 杭 . 嘉 . 淹 七 府 就 是 “江南 "121。 不 过 ,由 于 不 基 目 式 

的 行 玻 区划, 所 以 江南 一 词 的 使 用 也 比较 随便 ,有 时 仅 被 用 来 

指 疮 南 ， 有 时 区 扩大 到 苏 南 源 北上 六 府 一 州 以 外 【特别 是 包括 

拥 、 绍 等 府 )。 即 熏 在 苏 南 浙 - 北 八 府 一 州 以 内 ,也 花 常 只 南 末 

指 其 中 的 几 个 州 府 。 出 此 造成 的 混乱 . 大 概 就 是 今日“ 江南 ” 

一 词 无 有 统 :地 域 界 限 的 根源 . 

经 过 以 上 辨 配 ,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结论 :经 济 史 研究 中 的 明 请 

江南 ,应 指 苏 、 丛 . 常 .镇 , 宁 . 杭 . 喜 . 淹 从 府 故 太仓 州 所 枯 成 的 

经 济 区 。 

1 二“ 过 酬 本 五 ?第 环卫 - 

[2] 尽管 各 此 , 世 在 时 人 现 闵 中 , 划 正 俏 攻 排除 存 外 , 典 理 的 例 了 如 林 则 称 . 陶 谢 ， 

李 这 章 等 上. 身 为 江 荔 省 最 高 行 玻 宦 其 , 所 在 好 南台 糙 课 和 禄 编 ?》 这 -官方 家 

书 中 . 却 把 江南 与 江北 曲 册 和 分开。 在 此 书 中 ,江南 区 错 大 责 而 不 锯 括 开 北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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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 引 文献 绅 孙 

说 ” 明 

[、 本 站 录 中 的 中 文 十 代 文 献 指 1911 年 以 前 出 版 的 中 文 文献 【 包 指 

重印 、 重 版 者 及 经 后 人 炉 注 者 1)， 中 文 近 代 文 献 则 指 1911 年 以 后 出 版 的 

中 支 文献 -在 本 目录 中 ,以 上 文献 均 接 作者 姓名 或 其 诺 音 (少数 情况 按 民 

文献 名 秘 ) 的 沁 语 磅 音字 母 顺 序 排列 

本 书 中 引用 的 地 方志 ,其 版 本 等 情况 俱 见 中 华 节 局 1985 年 出 版 之 & 中 

国 地 方 击 联 侣 目录 #。 为 节 党 殴 幅 ,此 处 不 再 列 出 所 引用 的 地 方志 。 

2. 本 目录 中 鸣 英 文 立 南 粒 作者 姓氏 的 拉丁 字母 顺序 排列 。 

3. 日 文 文 献 技 作 者 姓氏 的 日 文 五 十 音 图 虎 序 排列 。 

中 文 古 代 文 献 

芭 丛书 集 成 初 编 $ ,商务 印 书 悄 { 上 海 ),1936 年 

# 四 库 全 书 》, 商 务 印 书馆 (台北 ?影印 ,1986 年 

g 宋 元 地 方志 失 书 》 ,天 化 书局 { 台 北 ) 影 印 ,1980 年 

# 宁 元 方 志 具 刊 #, 中 华 书局 { 北 京 ) 影 印 ,1990 年 

中 国 方志 关 书 $, 成 广 出 版 社 ( 台 北 ) 影 印 .1974 年 

六 十 才 本 审慎 下 友 训 本省 划一 

汗 四 是 着 岂 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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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扣 | 

世 枯 臣 亲 tt 安 闫 加 和 种》 光绪 十 四 年 刻本 

曹 下 六 必 红 楼 束 人民 文学 出 版 社 { 北京 )1964 年 排 中 本 

草 日 守 : 吴县 城 图 说 $, 收 于 天 下 邵 国 利 独 书 #, 道光 十 一 年 仿 刊 聚 玲 

版 , 原 纺 第 5 册 

陈 展 :kt 陈 碍 农 书 ?, 大 正 昭 校 注 本 , 邦 大 污 正 旺 : 陈 者 农 书 只 研究 

陈 确 :& 陈 确 集 》 ,中 华 书 局 (北京 11979 年 排 印 本 

《 重 红 增补 陶 朱 各 致 常 奇 中, 道光 一 上 年 重 刻本 { 绿 对策 总 板 ) 

褚 华 必 林 换 谱 #. 收 于 4 上 浒 掌故 具 书 # 第 1 集 ， 上 海通 社 { 王 海 ) ,1935 年 

# 大 明 会 蝎 》, 新 文 十 出 版 公司 (台北 )1976 年 骨 印 本 

范 戌 大 : 石 湖 居 土 许 集 ,四 库 全 书 $ 本 

范 盛大: 水 利 图 序 》, 收 十 姚 文 省 网 新 西 水 利 书 放 

范 沼 :t 云 问 据 目 钞 》, 收 十 4 笔记 小 说 大 观 上 ,江苏 广陵 十 和 藉 出 版 村 (南京 } 

1984 年 影印 本 ,第 3 辑 

方 加 和 续 古 今 考 ?$ 必 四 库 人 全书》 本 

方 汶 潍 :8 禅 真 后 中 》, 人 民 中 国 出 版 社 ! 北 京 )& 明 清 作 作 基 刊 1993 年 

排 印 本 

汉 吏 龙 :# 醒 志恒 言 $,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( 北 京 11956 年 排 印 本 

官 中档 $ ,台北 故宫 博物 馆 印 本 

顾 公 伙 区 错 显 闲 记 摘抄 #, 收 于 4 洱 苍 楼 秘 次 ?第 2 集 

顾 宗 :8 桥 桥 竺 棱 录 $》,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( 上 海 ;1980 年 排 印 本 

顾 禄 :& 请 嘉 孙 $, 上 诲 古籍 出 版 社 ( 上 海 )1986 年 排 印 本 

上 顾 炎 臣 :天 下 邵 国 利 狂 书 上 ,道光 十 一 后 仿 刊 裹 珍 晓 

顾炎武 鸭 日 知 录 》 ,世界 书局 (上 海 )1936 年 排 印 本 

顾炎武 性 官 田 始 末 考 》. 广 文书 局 ( 符 北 ;1980 年 影 外 本 

顾炎武 区 肇 域 志 》 ,云南 省 图 书馆 藏 抄本 

归 有 交 交 震 川 先生 文集 #, 苑 缚 六 年 常熟 果 氏 重 刻本 

何 良 恤 区 四 友 高 从 说 ,中华 书 局 (北京 )1959 年 排 印 本 

何 宜 尺 水 利 策略 $, 收 于 姚 文 治 编 & 淅 西 水 利 -本 

加 长 龄 等 编 地 皇 需 经 世 文 编 ? ,道光 六 年 思 补 楼 重 校 印 善 化 贺 氏 际 本 

464 



骨 宿 林 充 蒸 集 # 尿 四 库 全 书 # 本 

黄 站 :天 下 水 陆路 程 池 ,山西 人 民 出 版 社 { 太 原 ) ,1992 年 

黄 博 : 冰 黄 文献 集 #, 芭 四 库 全 书 刀 本 

黄 名 曾 :# 理 牛 玉 镜 稻 贞 .丛书 集成 初 编 ? 本 

黄 霹 发 黄 氏 日 朱 4 必 四 库 全 书 放 本 

差 皇 区 铺 逆 农 咨 $,. 上 交 图 书馆 (上 海 )1964 年 影印 森 

将 廷 锡 等 编 :区 古今 图 书 集 成 ,中华 书 局 (北京 )1934 年 影印 本 

播 做 斯 :8 损 文 安 公 全 集 》, 四 部 从 刊 ?下 

人 金 栗 散人: 功 掌 怨 咱 #,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{ 南 京 )1990 年 排 钱 本 

居 察 必用 事 类 要 ,中 文 出 版 杜 ( 京 都 ;1984 年 影印 本 

亢 表 以 使 民 图 纂 少 , 石 声 汉 与 康成 规 校 注 本 ， 农 业 出 版 社 !( 北 京 ),1959 年 

沈 钟 :# 况 太守 集 》 江 苏 大 民 出 版 社 ( 南 京 ).1983 年 

车 普 德 丸 寡 商 -- 览 醒 进 ,山西 人 民 出 版 社 ( 杰 序 )1992 牛排 印 本 

李 嫩 套 析 # ,中 坐 书 局 (北京 1976 年 排 印 本 

李 乐 :t 见 谢 杂志 .上 海 古籍 出 版 村 (上 海 )1986 年 排 印 本 

李 记 :# 拭 应 老人 温 笔 上 .中华 书 局 (北京 )1982 年 排 印 本 

李渔 :无 声 戏 》, 收 于 《 李 符 攻 小 说 十 五 种 

李渔 :连城 敬 》, 收 于 & 李 笠 箱 小 说 十 开 种 j 

李渔 为 李 等 菊 小 说 十 五 种 # ,浙江 人 民 出 版 社 5 杭 州 ?1983 年 排 印 本 

李 泪 : 《 答 笃 觉 世 和 名言 上 二 楼 ， 东 京 大 学 东洋 文化 研究 所 藏 有 性 鹿 文 

库 本 

林则徐 长 林 文 患 公 政 书 》, 中 国 书店 (北京 )1991 年 影印 本 

法 紫 补 ( 梦 觉 道人 ,西湖 浪 于): 三 刻 拍 案 惊 奇 上 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( 北 京 ， 

1987 年 排 印 本 

刘 献 庭 ;& 广 阳 杂 记 #, 中 华 忆 局 (北京 )1985 年 排外 本 

刘 博 罗 水 云 村 和 莘 放 凡 四 库 全 书 # 本 

楼 堵 :& 耕 织 图 诗 #. 收 于 王 潮 生 编 :《 中 国 十 代 糙 织 图 8, 中 国 农业 出 版 社 

(北京 ) ,1995 年 

陆 查 :# 茹 芒 堂 林 著 摘抄 ?kt 闪 书 集成 初 编 # 排 印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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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 容 : 贡 园 杂记 让 ,中 华 书 局 ! 北 京 )1 晤 $ 年 排 印 本 

陆 直 仪 :思辩 录 辑 要 放 池 四 库 全 书 # 本 

马 靖 由 :发文 献 通 考 # ,商务 印 有 馆 ( 上 海 )1936 年 影印 本 

马 一 在 发 农 说 y, 昂 于 徐光启 : 农 政 全 书 》 着 二 农 本 

事主 :在 竹 小 稿 》, 收 于 陈 起 编 :& 南 宋 群 贤 小 集 , 石门 顾 氏 读书 帝 1801 

年 刻本 

《t 明 痉 世 文 编 $, 中华 书局 (北京 ) 1962 年 影印 本 

$ 明 中 ,中 华 书 局 (北京 )1974 年 排 印 本 

& 明 世宗 实录 ,中 央 研 究 院 历史 语言 研究 所 (台北 )1962 年 影印 

& 明 宣宗 实录 》 ,中央 研究 院 历史 语言 研究 所 { 台 北 }1962 年 影印 本 

欧阳 光 雄 与 人 金 安 清 :f 求 窗 春 噶 语 #》, 中 华 书 局 [北京 )1984 年 排 印 本 

任 碟 发 : 世 水 利 问答 $ 1 又 名 有 水 利信?), 见于 徐光启 :4 农 政 全 书卷 十 

三 水 剩 

任 人 三 发 地 水 利 议 答 $, 收 于 姚 支 疗 编 & 源 西 水 利 书记 

任 人 三 发 4 任 邦 水 言 开 江 3，, 收 于 姚 文 阁 编 (新 西 水 利 书 】 

阮 元 编 # 两 新 金石 志 》 ,浙江 书局 (杭州 ) ,1890 年 

# 清 昌文 献 通 考 $, 商 务 印 书馆 & 万 有 文库 4 十 通 本 

《 消 商 宗 实 录 》 ,中华 书 局 { 北 京 )1986 年 影印 本 

《 清 世 宗 实 录 》, 中 华 书局 (北京 )1985 年 影印 本 

& 清 中 稿 》, 中 华 书 局 { 北 京 11977 年 排 印 本 

# 沉 氏 农 书 》, 陈 恒 力 校 释 本 , 抑 陈 重 方 性 补 农 书 校 释 # 

盛 康 编 坟 皇朝 经 世 文 续 编 》, 光 召 刻 本 

施 耐 唐 :4k 水 省 伟 ?#, 上 海天 民 出 版 社 ( 上海 )19%75 年 影印 明 容 与 堂 笠 

司马 光 : 资 治 通 此 》$, 中 华 书局 (北京 )1956 年 点 校本 

司马 迁 冯 忠 记 #, 中 华 书 局 (北京 )1959 年 排 印 本 

《 朱 会 要 辑 稿 》, 中 华 节 局 (北京 11957 年 影印 本 

《 宋 史 》 ,上海 古 籍 出 版 竺 .上 海 书 让 (上海 1986 年 影印 t 二 十 五 中 本 

洲 访 :8 庸 眶 集 放 ,四 库 全 书 # 本 

宁 应 星 这 天 工 开 物 》, 中 华 书局 (北京 ;1959 年 影印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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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 . 颌 苏 逆 会 集 少 池 四 库 全 书 # 本 

体 训 这 以 南 游记 》, 收 于 t 小 方 坦 质地 从 钞 # 第 5 眉 

史册 :* 租 戟 }, 民 装填 六 年 刊本 

昂 宗 似 :4 南村 ) 轻 糙 录 ,中 华 书 局 (北京 站 元 区 史 浆 笔记 从 刊 } 排 印 椒 

天 然 狂 蝶 六 石 点 头 》, 上海 古籍 出 版 社 ( 上 海 11957 年 排 印 木 

良 囊 冰 潮 书 四, 中华 书局 (北京 )1984 年 排 印 本 

万 历 # 大 明 会 典 》, 万 历 重 刻本 

王 诈 以 梧 误 集 $ ,四 库 全 书 # 本 

王 畸 以 启 团 人 杂记》 ,中华 书局 (北京 )1984 年 排 印 本 

王 象 晋 :二 如 享 群 片 谱 #, 展 软 恒 较 释 本 , 即 殿 钦 重 :群芳 谱 许 释 站 增补 

订正 本 ) ,农业 省 版 衬 5 北 京 ),1985 年 

王岳 鸭 王 帆 农 是, 王 航 瑚 校 释 , 农 业 出 版 社 ( 北 京 ) ,1981 年 

# 关门 事 类 上 作者 名 供 ) ,见于 洪武 & 苏 州 府 志 ? 着 四 十 二 土产 

吴 执 中 : 顺 导 水 势 #, 收 于 姓 文 疾 编 k 浙 西 水 利 书 # 

和 吾 衡 区 困 居 录 # 必 下 库 全 书 # 本 

五 色 厂 主人:《 八 泣 天 》, 收 于 # 五 色 行 3 江苏 古籍 出 版 社 ! 南 京 j4 中 国 话 

本 大 系 #$,1993 年 

西 调 渔 障 主 人 区 贪 欢 报 #, 人 民 中 国 出 虐 社 !{ 北 京 辣 明 铺 佳作 丛刊 #1993 年 

排 印 让 

徐光启 : 农 政 全 书 $, 石 声 汉 校 访 本 , 即 # 农 政 全 书 校注 》 ,上海 古 籍 出 版 

社 5( 上海) ,1979 后 

徐 宏 柑 :f 徐 起 客 六 记 》, 朱 惠 荣 校 注 本 . 即 《 徐 负 客 六 记 校 这 ,云南 人 民 

出 版 衬 ( 昆 明 ) ,1985 年 

许 伞 元 :六 二 蜡笔 谈 》, 收 于 # 蛛 记 小 说 大 观 # 第 1 辑 

许 应 龙 : 东 润 集训 ,四 库 全 书 # 梧 

场 光 辅 : 沐 南 乐府 4 , 收 于 # 上 海 掌故 然 书 4 入 1 集 

杨 炬 :t+ 重 并 顾 会 寅 记 , 收 于 姨 文 莉 编 & 浙 西 水 利 书 

姚 廷 玩 : 历 年 记 #, 收 于 & 清 代 日 记 汇 抄 了 , 工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t 上 海 1,1982 年 

姚 文 削 编 : 浙 西 水 利 书 》, 汪 家 伦 校 注 本 , 即 & 渐 阿 水 利 书 校注 ,农业 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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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几 318 

李 摩 章 。 3] 

李渔 159，206 

李 中 清 {James Lee) 38，139， 

150，154，167，168，177 ，178， 

201，204，212，230 - 23，246 

上 1 

1 寺 

33 立 

221] 

300 

利 玛 赛 154，164，279，365，366 

本 道 元 “450 

梁 方 刷 。” 3 了 32，34，95，126，1t42， 

147，15S$，163，214，216，225 ， 

229 - 23]，249，270，294，297 

梁 庚 范 加 ，3 和 ,41，46,，50， 

他 ，63， 的 ，T1，73，77， 

86，87 

粮食 消费 

业 494 

人 均 年 食 米 量 (江南 ) 

303，423 

米 . 才 折 算 标 准 299 

林 金 树 旭 ，32，33，88 

林则徐 ”246, 287，299，309， 

318，328，366 

林 正 秋 入 

潜 介 褚 451， 453，459 

刘 票 入 147，148，153，157， 

217，245 

刘达临 157，158，206 

刘 静 点 181，183，185 - 187， 

209，210 

刘 滤 452 

刘 克 祥 。 346 

刘 演 锣 454 

刘 石 吉 228，245，246，382， 

384，386，390，391 ，398， 

400，405，408 - 412，435 

刘 献 庭 。 132，453 

刘 志 2 

刘 宁 38 

刘 语 197 

概 田 季子 ”70 

龙 登 高 强 

楼 天 5， 59, 和 ，111 

鲁 德 归 。 279，365 

陆 龟 村 9) 



陆 拇 

陆 世 仪 

280，366 

58，98，134，318 

吕 思 锡 219，221 

罗 人 对 160, 302 

顽 西 熏 (jJacques Rossiaud) 208 

RN 

马 太 正 180，181，188 

二 端 临 。 41,，222 

马尔 萨 斯 ”如 ，150，151，166， 

177，178，230，232，240，268 

马 可 ' 波 罗 38， 88 

马克 思 170，171，292，353 

马 一 龙 17，133 

妻 克 尼 尔 { 双 illiam 昌 .MeNei 228 

满 慎 247 

芒 图 ,保驾 346，3357 

曼 雪 罗 (Soaan Mann) 374 

毛 样 刨 152 

棉 切 织 业 ( 江 南 ) 

地 域 性 ”294 

工具 345- 353 

工作 效率 ”292 - 295，298， 

308，347，351，370 - 376 

劳动 分 工 ” 353 - 370 

劳动 日 报 裔 375 

生产 工序 “345, 353 - 355 

生产 专业 化 364- 3 纯 

纺 钞 专业 化 ”360 过 

织 布 专业 化 ”360，369 

棉 钞 买卖 ”359- 3 

“* 榜 处 船 ” 363 

纺织 劳动 所 得 ”371 

愧 布 总 产量 《293，352 

棉花 亩 产量 (江南 ) 326, 330 

榜 田 耕作 技术 ( 汪 南 ) 265 

棉田 肥料 供求 关系 (江南 330， 

331 

棉籽 油 ”163，199- 201, 211 

闵 宗 典 。” 53， 77，123，124，129 

“ 明 清 候 清 " 论 4, 29， 26， 

3- 91 

“ 清 代 停 清 " 论 ”315 

变 启 愉 135 

莫 吾 ”403 

件 复 礼 (人 下, 到 ，Mote) 383,，416 

幕 天 颜 ”453 

N 

“ 男 耕 男 织 ” 277 

“ 男 耕 女 短 ” 274，282，285 

男 耕 玄 织 75, 269 - 314，317， 

322 - 324，334，364，365，371 

男子 科 织 274- 279 

男子 育 短 .经 织 ”280 

“ 男 勇 女 织 ” 275 

| 

495 党 



[0585 一 0951 向 寺 和 月 加 六 上 妇 水 此 内 本 二 二 二 

宁 越 敏 ”382，383, 387，390 ， 

392、393，397 ，399 ，4 和 6，437 

农场 夫 模 ”249 - 252，296， 

320- 322, 336 

:参阅 “农业 经 费 规 模 "与 "人 二 
十 谋 ， 

| 农村 工业 67，139，340，386， 

1 416-419 

农村 人 口 “ 非 农 化 ” 246 

农妇 劳动 

参阅 “农民 劳动 "条 

家 务 范 动 ”308，309 

农家 男女 分 工 与 专业 化 290- 292 

农户 耕作 能 为 (江南 ) ”253. 263- 265 

稻 农 “261- 263 

柔 农 261，263 

榜 安 262，263 

农户 育 蛋 能 方 { 江 南 ) 264 

农民 

定义 ”333 

“专业 农民 ” 386 

农民 家 庭 { 江 南 ) 如 ，73，74， 

82， 各 ，270.， 322，323 

参阅 “五 口 之 家 "条 

农户 内 的 纺织 人 手 350, 351 

农户 内 的 芳 动 人 手 270 

农民 劳动 

男子 254 

蝇 496 

妇女 255- 258 

人 年 游 动 日 数 

男子 “297，334 

妇女 298, 358 

棉纺 织 生 产 ”350， 359 

长 工 ”303 

农业 经 营 规 模 67 -36, 241- 268 

参阅 "人 耕 十 亩 "条 

农业 “内 着 化 "人 "过 蜜 化") 5， 

130， 320 

农业 劳动 力 殿 给 不 足 317 

农业 生产 成 本 (工本 ) 

水 稻 298,， 328 

过 298，328 

油菜 籽 。 329 

豆 类 328，329 

杭 花 329 - 331 

每 丝 3 委 1，332 

农业 生产 各 阶段 对 范 动 需求 不 平 

本 (江南 ) 290 

农业 生产 力 提 高 的 途径 

江南) 341 

农业 生产 中 的 范 动 儿 人 (江南 ) 

水 稻 。” 科 , 4 季 ,4 和,， 51 - 56， 

绚 ,，59, 如 - 好 ,六 - 80， 

298，329，330 

过 ”298，330 

农业 生产 中 的 资本 投 人 江南) ”319 



农 作 效率 [江南 ) 299 

“ 女 耕 女 织 ” 277 

( 

欧阳 兆 太 157 

开 

潘 敏 德 320 

宪 代 梅 尔 382 

和 庶 普 沂 91， 318 

皮 锚 珊 194 

朴 疫 济 19 

聘礼 (江南 ) 160 

地 

漆 侠 21-2, 2 70 37- 鸭 

害 延平” 特 

起 过 5, 人 硅 - 的 

气 避 变 化 100- 110 

气 刘 变 信 100 

水 时 频率 101，102 

钱 蝶 ”450 

钦 善 262，285 

秦 侧 六 ”138，1773 

清水 蕊 八郎“ 392 

反 滤 133 

丘 桥 森 和 铂 ，31，226，227 

丘 高 160 

全 设 升 128，146 - 148，215S， 

216，332 ， 衬 5 

全 祖 望 132 

R 

灌 济 凡 (Gitbet Romzman) 

38，245，385 

人 耕 十 谋 和, 克 , 74，75， 妇 ， 

241 - 267， 278，290- 292， 

294，297，312 .318，323， 

333 - 335 

大 口 观 16 

上 大口 控制 150- 1 乓 

人 大口 控制 动机 (江南 ) 164 

人 口 控制 手段 140.150. 163, 180 

大 口 数 量 {( 江 南 ) 23,，37，126， 

141，142，172， 219，223 - 229， 

242, 244，383，393，398 ,409， 

410，415 

菠 州 人 口 ” 见 “ 劳 州 "有 关 条 目 

人 口 密 庆 (江南 ) 387，398 

人口 性 别 比 例 ( 江 南 ) 155 

人 口中 男 童 与 男 丁 的 比例 (江南 ) 

163 

人 品 压力 2， 137 - 140，153， 

168 - 175，268，301 ，302， 

306. 313，317，339 

人口 与 生 福 水 准 的 关系 164- 167 

才 97 名 



【 081 一 DT 和 阁 汗 下 站 部 油 当 巾 

一 -~ 

让 

人 怕人 夺 发 ”和 特 , 和 49 

任 振 球 100， 扣 01 

奸 娠 诊断 19%0 

S 

二 地带。 397 

三 姑 六 芍 205-208 

桑 园 亩 产 ( 江 南 ) 如] 

森田 明 ”和 ，165 

森 止 去 韶 , 81 

单 本 453 

社会 分 工 与 专业 化 353- 370 

农业 与 东 织 业 分 二 365- 369 

蹦 梨 业内 部 分 工 ( 苏 州 ) 431 

沈 炳 震 283 

许 全 和 葡  188 

讲 氏 (佚名 ) 加、 59， 好， 约 ， 

93, 110，111，113，121，148 ， 

195，229，256，261] ，262，284， 

302，309，332 

沉 元 409 

生活 来 准 

17S$，319 

农民 生活 水 准 提高 (江南 ) 318 

中 外 生活 水准 比较 319 

生态 环境 { 讶 南 ) 4 物 , 网 ，107， 

119，338 - 340 

生育 率 148，1S0，167 - 139， 

io4，167 - 172，174 ， 

各 398 

212，217，232，233 

中 外 生育 挛 比 较 

师 道 网 妇 , 好 

施 国 宁 332 

施 坚 引 (G . 惠 filliam Skinner) 

126，142.245，246，386，396， 

417，447. 454 - 456 

石 干 200 

中 建 云 ”3 吗 ,330，371 

虫 卫 民 ”2 

市 镇 工业 

站 入 (江南 ) 

工资 302, 305 - 307 

农 作 收 和 人 { 男 子 ) 304, 371 

纺织 收入 !( 妇 玄 ) 304, 37] 

每 喜 和 2， 的 

水 硼 ( 江 南 ， 

品种 

108 - 110，t116，117，119， 

120，121 

稻 作 工作 歼 率 312 

亩 产 是 76- 到，123， 

128 - 130，252，299，312 ， 

326, 327，328，335，336 

双 季 稍 318 

水 田 生 产 技术 的 完备 (江南 ) 

105 - 107 

丝 织 业 ( 江 南 ) 

232 

二 15 一 站 1，433， 寺 3 

51l - 和 人， 时 ， 径 ， 



工作 效率 281 

宫 浓 交角 业 ”421 

私营 丝 织 业 421 

斯 波 闵 售 。 31, 35, 36, 46，48,， 49， 

人 37- 39，84，85，87 ，9%0， 

94，95，112，127，130.180，303 

斯 蜜 型 成 长 (the Smithian growth) 

看 ,9 

SMSA{ 美国 标准 大 城市 统计 区 ) 

383,，384 

斯 通 (Lawrenee Stone) 204 

宋 林 振 187 

宋 祠 ” 抱 ，226 

宋 应 星 348. 427，428 

苏 太 型 城市 ”377 - 380, 393,， 397 

苏 颂 ?73 

苏州 城市 

地 域 变化 ”401 

市 镇 数量 ”404 - 406, 411 

城市 化 水 平 411- 413 

苏州 地 区 

苏州 城市 ”394 

苏州 市 ”394,，395 

作为 行政 地 区 的 苏州 ”394- 396 

苏州 商业 腹地 ”396 

苏州 工业 

的 纺织 业 与 棉布 加 工业 “420 

就 业 人 数 。 430 

丝 织 业 与 丝 织 葛 如 了 丁 业 

就 业 人 数 ”421 

织 机 数 ”和 1 

成 胡 业 ”422 

碾 米 业 422，423 

琢 酒 业 423，424 

梯 油 业 ”424 

纸张 如 工业 

草编 业 ”426 

砖 瑟 石灰 业 

铁器 制作 业 ”427 

工业 地 理 分 布 433 - 435 

工业 污 桨 434 

城镇 地 域 分 工 。 442 

苏州 人 口 

数量 ”398，409 

密度 398 

人口 变化 48，409，413 

城 一 镇 人 口 变 化 432 

外 来 人 口 。 390, 413， 414 

工业 上 大 口 “429- 433 

苏州 交通 398 - 400 

苏州 织 浊 局 ”421 

孙 嘉 洽 。 402, 403 

孙 峻 105 

二 2 

辣 3 

427 

T 

杰 湖 水 壬 2414.， 450 - 434 

-和 

495 加 

案 

引 



f 08 一 DT 和 放 小 到 癌 关 邳 琐 硝 

谈 迁 280，366 

谭 其 旨 458 

唐 启 字 ”1]08, 110，111， 339 

“ 唐 来 变革 " 论 ”23,，26, 89 -91 

唐 村 281，284 

沸 诡 266，303，407 

卫 宗 的 和， 宫 ，71 

“特大 城市 ” 397 - 401 

“天 人 关系 135 

天 野 几 之 助 ”55,.77,1t1, 121. 303 

甸 艺 薪 205，208，237 行 ，277， 

282，366 

秩 措 36, 57， 的 , 4， 呈 

通 经 散 188，208 ，210 

履 隆 277 

隐 

成 尔 克 ({ 攻 enmith 码 alkery 318 

瓦 档 铺 (Donald 克 apgner) 352 

外 同化 (经 济 ) 342 

晚 短 。 53 - 55，62， 好 ， 只 ， 

108 - 113，119 - 122，290， 

300, 330 

万 历 清 束 ”125，249 

汪 士 锋 133，166，182，233 

汪 永 详 ” 物 | 

汪 子 者 . 商 建 国 ”100 

王 湖 生 ”的 

二 500 

王 丰 

王 逢 29, ?74,，226 

王国 碘 (R .Bin 故 ong) 

231，379 

王 腹 369 

王家 范 158，160，162，304， 

371，372 

王 重 英 195 

王 铺 88，403 

王 上 达 195 

王 十 性 451，459 

王 士 补 。 457 

王 廷 期 ”450 

王 廷 一 折 2 

王 题 ”3 加 ,31 

王 同 想 452 

王 卫 昱 “” 378， 379， 38S5，391 ， 

401，404,， 409，411 ，421， 

429，431，432，434 

王 心 一 42 

王旭东 192，193 

王 业 键 (Yeh-ehien 机 ang) 118， 

126，128，t30，142，146- 148， 

215，216，225，3 科 ，3 和 3 

王 植 ”和 加 ,52,， 5 和 4， 箱 - 名 ， 的 ， 

困 ，85， 妈 

韦 晤 450 

圩 田 。 特 , 58. 90. 所，105，248 

177，]178，212，231 ，232 

3 ，、230 ， 



王 星 城市 ”392. 393,， 399，401， 

436 -438 

旦 出 卫星 城 399 

外 莘 节 星城 399 

敌人 金玉 19. 171, 301. 306, 319, 373 

魏 风 深 。 325. 332 

交 疫 (江南 } 152 

魏 肯 出 401 

菊 举 451 

吴 随 明 3、t，1288，129，175， 

237，272，274，278 - 380， 

z0，204，] ，3 给 ，332 ， 权 名 

345，351~ 356，369- 372，431 

吴 大 76, 77. 79,， 旬 ，123，124 

吴 建 华 4 人 

号 人 金成 443，144，146，215 

吴 共 450 

员 松 第 ”224，231 

吴 热 中 4 特 ,， 4 

吴 自 政 208 

吾 入 ”如 

“五 中 之 家 ” 允 , 241，270. 

322，351，32 

伍 同 龙 外 , 8 

起 建国 ”221 

及 

西 蜡 定 生 ”279，326，365，366 

五 欧 农业 发 展 异 式 340 : 过 

要 诚 ” 旨 

下 死 胎 183- 187，197，209 : 

就 维 中 27， 委 ， 的 ，2，8， 

227 ，421 

莆 填 186，189 

谢 图 植 145 

谢 黎 漳 143 

“新 兴工 商业 市 秆 型 "城市 

391，392，446 

性 比例 { 江 南 ) 389 

能 彼 特 {Joseph Champeterl 寺 

能 和 女 贞 ”309 

| 

378， 

梢 洒 运 河 上 凤 1 

徐 大 接 191，209，239 

徐 光 忆 4 轨 ，titti，]1 打 ，134， 

] 直 5 ， 1 看 3， 了 8 辣 ， 本 [各 ，32 

徐 述 训 189，206，240 

徐 树 王 19%6 

徐 肯 客 。 399，410 

徐 南 忠 237，282 

徐 新 下 245, 271，274，292， 

294，297，298 ，302，303，313 ， 

314，322，326，330，347 - 362， 

367，368，372，431 

许 且 复 ”1 

许 涤 新 14，129，257，330， 

348，349，351，353 ~- 356， 

501 万 



T 0 一 0scT 内 于 肖 到 部 下 开 网 

372，431 

许 融 或 382，400 

主 应 龙 41 

许 伞 元 ”422 

昔 福 保 258，259 

薛 赣 桥 。 253 

于 

严 世 车 183，1%0 

验 胎 法 190 

杨 光 辅 200 

杨 国 椒 ”如 

杨 矩 ”4 生 , 4 特 

断 培 桂 31 

杨 直 民 ”131 

姚 廷 避 “262， 287，326,，330 

姚 乒 。 452 

叶 茂 271，340 

叶 梦 得 3 

叶 整 珠 329，330 .458 

叶 绰 459 

叶子 奇 2，88 

一 年 二 作 制 47, 全 - 从 ,的 ， 

75. 84,， 和 0,， 吧 ，1t12，、113， 

121，t22，254 ，256，258，265 ， 

291，296，298，329，334， 守 1 

一 :年 一 作 制 61，7，113，122， 

254，291，295，296，298 ，334 

看 302 

峡 六 可 !NMark 四 viny 17， 3 ， 

37，137，152，237，273。3] 厂 ， 

38 多 

钦 恒 200 

移民 (江南 ) 223，224 

和 歼 会 一 ”25$9，266，303 ，359， 

362 ,3371 

松井 由 身 雁 50，105，106 

游 覆 龄 ”51- 57,，4,， 的 ，108， 

I 的 ，]11， 11S，120，124. 325， 

329 

于 洪 俊 

392，393，397，399，436，437 

3 了 82，383，387 ，390 ， 

余 也 非 ” 76, 77, 和 9, 8，123， 

124 

俞 该 为 33 

傅 志 商 152，209 

庚 曾 。 450 

育 婴 堂 156，157 

“ 怕 始 工业 作 ” 417 

袁 学 调 45 

耘 菏 和 6， 生 ,92 

五 

早稻 务 - 第, 他， 和 ，108 下 划 ， 

112，t13，120，121 

丰 城 攻 和、 到- 条 人 ,90 

张 春 华 ”262. 292、326 



张 德 慈 和 人 部 光 祖 ”200，262，209，328， : 夫 

张 芳 4 笃 348，349 :| 

张 福 折 425，426 郑 敬 曾 414 

张 果 179，209 郑 复 经 。 46， 101 - 103，151，453 

张 兹 册 258，266，312 郑 坊 童 。 303，306，373 

张 尘 453 中 稻 ”5 和, 轩 4,， 的，84， 包 ，109， 

张 家 诚 119 110，113，120，121 

张 介 宫 ”201 “中 家 化 ” 3259，260. 267 

张 乐 天 240 种 植 制度 6- 印 , 112，t20，122 

张 履 祥 5 和 0， 的 ,91，173，254，| 周 忱 71 

255，261.262，264 - 266， 周 生 春 40, 41, 时 

327，329.332 周 守 忠 202 

张 葡 如 153，166，233 周文 英 ”4 科 - 4 特 

张 明 响 1t96 和 采 国 祯 。 433 

张 攀 鸡 朱 病 清 196. 199，210 

张 瑞 威 {Cbeung Soiwai} 327 朱 无 玉 。 32. 33， 委 

张 善 余 ”383 朱子 素 “227 

张士诚 32，33，82 朱 相 荣 326 

张 字 节 450 诸葛 升 145 

张 英 霖 “404 竺 可 椒 ”100 

章 谦 存 ”259 专业 化 作物 区 (江南 ) 263 

赵 网 378 - 380，385 - 387 生 有 藉 303,，371， 450 

赵 弘 恩 325 壬 无 臣 262 

赵 宽 。 254 足 立 艇 二 ”4 和 4,， 刀 ,， 的 ， 打 ,91 . 

赵 备 帮 ”名 , 112，339 

赵 献 可 193 “最 低 生 存 水 准 ” 140， 

赵 红 157 168 - 172 

郑 昌 淮 294 最 佳 经 营 规模 76，267 

503 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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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站 全 ] 

5 性 对 简直 岂可 各 琐 消 

出 版 后 记 

当前 ， 在 海内 外 华人 学 着 当中 ， 一 个 吁 声 正 在 兴起 

一 一 它 在 诉说 中 华文 明 的 光辉 历程 ， 它 在 争辩 中 国学 术 文 化 

的 狐 立 地 位 , 它 在 呼喊 中 国 忧 秀 知 识 传统 的 复兴 与 易 缆 , 亡 在 

日 益 清 晰 而 明确 地 向 人 类 表明 ; 我 们 不 得 要 肯 立 于 世界 民族 

之 林 ,把 中 国 建设 成 为 经 莘 大 国 和 科技 大 国 ,我们 还 机群 策 群 

力 , 力争 司 中 国 在 21 持 纪 蛮 成 真正 的 文明 大 国 、 思想 大 国 和 

党 术 大 国 。 

在 这 种 令 人 鼓舞 的 气氛 中 ， 三 联 书 店 葬 幸 地 得 到 海内 外 

关心 中 国学 术 文 化 的 朋友 们 的 帮助 ,编辑 出 版 这 赛 4 三 联 ' 哈 

刨 燕 京 学 术 从 书 #， 以 为 华人 学 者 们 上 述 强 劲 时 求 的 一 种 纪 

录 ,一 个 回应 。 

北京 大 学 和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 的 一 些 著 名 专家 、 教 授 应 本 

店 之 六 , 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 。 学 术 委 员 会 完全 独立 地 运作 ,负责 

审定 书稿 ， 并 指导 本 店 编辑 部 进行 必要 的 工作 。 每 一 本 专著 

书 尾 , 均 币 印 推荐 此 书 的 专家 评语 。 此 种 学 术 质 量 责 尾 制 度 ， 

将 尽 可 能 保证 本 从 书 的 学 术 品 格 。 对 于 以 季 鹃 林 教 授 为 首 的 

本 欠 书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辛勤 工作 和 和 高度 责任 必 ， 我 们 这 为 钦佩 

并 表 谢 意 。 

涡 504 



推动 中 国学 术 进 步 ,促进 国内 学 术 上 自由 , 喜 励 学 界 进取 榨 

索 , 是 为 三 联 书 店 之 一 贯 宗旨 。 和 希望 在 中 国 腿 益 开放 、 进 步 、 

繁盛 的 氛围 中 , 在 海内 外 学 术 机 梅 、 热 心 人 士 .学 界 先 进 的 支 

持 帮 助 下 ,更 多 地 出 版 学 术 和 文化 精品 ! 

生活 ， 访 书 ， 新 邯 三 歌 节 直 

一 志 九 七 年 五 月 

505 志 

8 部 邦 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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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四 过 加 加 四 国 罩 加 轴 野 区 国 昌 : 委 2 人 

[Gener al 

18500 



下 世 可 蔬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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